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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美育课程体系建设,是提高大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专业素养和创造力的重要路径,其中

《高校美育》,是以美的基本知识(特征与分类)和美的高深知识(美的本质和规律)为主要内容构成的全校学生

通识课。对二、三年级大学生的实验和调查表明,该课程除对大学生审美能力发展影响显著外,也对大学生的

人生价值观有显著积极的影响,对人生价值观中的人生目的、生活方式、人生手段、人生态度等四个维度中的

6个因素影响显著。本研究还对年龄相当的青年犯人进行了对比实验,证明该课程具有更大范围的拓展效

应。根据实验结论,提出了构建促进大学生身心协调发展的高校美育课程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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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高校美育课程建设,“着力解决美育课程开设不足、美育学科建设不力、美育资源利用

不够”[1]等问题,已经成为加强和改进整个学校美育,到2020年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

系”[2]建设目标的最大难题,以及充分发挥高校美育在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专业人才、双一流和双创

建设的积极作用,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一大必须突破的关口。

一、高校美育课程体系与《高校美育》课程

理想的高校美育课程,是一个包含公共必修课程、艺术选修课程、专业审美课程、社团审美活动

课程和校园环境文化潜在课程等在内的五圈美育课程系统(详见图1)。其中公共必修课程具有高

度的综合性或跨界性,在目前已经开设此类课程的高校中,其课程思路、内容和课程名称不尽相同,

如有《高校美育》《大学生美育》《审美·跨界》等,其基本共性是以系统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

为目标,以某个视点为切入点,用相应的美的基本知识、高深知识和不同领域的延伸拓展知识为主

要内容构成的全校学生通识课。在具体的教学中,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其目标和内容有所侧重和

调整而已。

收稿日期:2018-12-23
作者简介:赵伶俐,心理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2017年重庆市政府美育专项基金高校美育实验项目(渝财教〔2017〕93号),项目负责人:赵伶俐;重庆市

高等教育学会2015-2016年度课题“审美脑与高校美育 MOOCs构建”(CQGJ15185C),项目负责人:邓
佳;重庆市高教学会2017-2018年度课题“高职学前专业绘本教育理论与欣赏型教学模式建构”
(CQGJ17177B),项目负责人:黄雪;重庆市高教学会2017-2018年度重点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

校美育改革与建设研究”(CQGJ17024A),项目负责人:薛娟。



图1 高校美育五圈课程体系与公共通识课程《高校美育》

二、《高校美育》课程构成与实验设计

西南大学从1995年起在全校开设了《高校美育》实验课程,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过程中虽

时断时续,但经过种种努力,从实验课程到现在的全校通识选修课程《高校美育》,选修人数不断增

长,且由这个综合课程还延伸增设更多通识综合课程,如《审美与人生》《审美·跨界》以及《美丽人

生》通识专题课;在免费师范专业中设置了《教师美学》《学校美育》《艺术选修》等美育选修课程;在
学前教育专业设置了《艺术与审美》课程和幼儿《审美·综合》专题课程等。

《高校美育》从实验课程开设至今,就定位在系统提高大学生审美能力,且整合美育德育功能,
立足培养大学生积极人生价值观念和创造美好人生的高度上,联合数所大学共同编写的本科教材

《高校美育———美的人生设计与创造》[3],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个立意。之后,对课程的这一立

意和目标进行的实验研究,至今具有重要价值。
《高校美育》实验课程的实验对象,是从若干院系自愿选修该课程中的大学生中,抽取出100名

二、三年级大学生,分别构成了实验组(A1)和控制组(B1),各50人平均年龄为20.5岁。对照组的

同学延到第二学期再进入该选修课程学习,以保证控制组合乎实验要求,同时也尊重他们对该课程

图2 《高校美育》实验课程内容(自变量X)的构成

的选修权。为了比较大学生与

不同群体同龄青年学习该课程

的效应和该课程的辐射效应,
还特别在某监狱抽取了在押青

年犯人100人,分别构成实验组

(A2)和控制组(B2),各50人,
平均年龄20.6岁。

对实验组的学员先一年开

始《高校美育》课程,主要教学

内容和方式是对各种美(重点

是人生美),结合美的种类,美
的本质和规律进行欣赏和鉴赏

(图2),这就是实验处理,即自

变量(X)。课程结束进行因变

量(Y)后测,包括两项,一是人

生价值观(YR),二是审美能力

(YS)。事实上,审美教育的首要效应,是审美能力或“审美与人文素养”的形成与提高,人生价值观

应该是延伸效应。只是,本课程的教学视点定位在人生美的设计与创造上,其实验的主要目标定位



在积极人生价值观的培养上,故对审美能力这个因变量的考察有所弱化而已。
(1)本实验参照国内外有关价值观量表编制了《人生价值观(YR)》问卷作为YR后测工具。其

中包括“人生目的”“生活方式”“人生手段”“人生态度”四个维度,每维度有5对项目,共计20对项

目。每对项目用两个极端语词构成,之间从积极到消极划为5个等距,例如“精神∣-∣-∣-∣-∣-∣
物质”。全距为2分,每一等距为0.4分。让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5个等距中选择一个打

“√”,然后把各组被试的选择,由次数统计转化为分数并相加,得出各组每对项目的得分。(2)自编

《审美能力测验(YS)》问卷作为YS后测工具,由八个提问构成,被试对每一提问的回答由两位专业

教师各自评分后,取其平均数为该被试实际得分(原始分数)。(3)《高校美育》实验课程结课后,即
对实验对象A1、B1、A2、B2 组分别进行人生价值观(YR)和审美能力(YS)后测。并对各组后测结果

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

三、《高校美育》人生价值观培养效应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表1),《高校美育》课程对大学生(实验组A1)总体的人生价值观(YR)有显著影

响(p<0.01),且在四个维度20对项目中,某些因素变化特别显著(表2):A1 组有6个项目,精神-
物质;奉献-接受;真诚-虚假;充实-空虚;希望-绝望;热情-冷漠。比起控制组来发生了显著积极的

变化(p<0.05;p<0.01)。这说明,虽然人生价值观整个体系有相对稳定性,但其中也有易变成分,

且这些易变因素会导致整个系统向显著积极的方向变化(表1,p<0.01)。成年期(青年、少年)易
变成分的易变性可能更大,审美教育对其产生的影响就主要是从这些易变成分开始的。在“人生态

度”维度就有三个因素具有显著积极的改变,是所有显著改变因素的6个的1/2。“态度”是与人的

情感情绪紧密联系的一种心理倾向,同时态度的改变也有很大程度的认知因素。审美教育的一个

突出特征恰恰就是由审美认知改变导致的强烈的情感情绪改变和体验性。所以“人生态度”变化的

因素明显多于其他3个维度(每维度各1个)是可以理解的。
表1 大学生人生价值观(YR)实验组和对照组总体差异比较

均值(X)

A1 B1

标准差(S)

A1 B1
t p

差异系数(C·V)

A1 B1 A1∶B1 B1∶A1

81.4 75.27 10.46 8.621 3.201 **<0.01 12.85 11.454
1.121
(112%)

0.891
(89.1%)

表2 《高校美育》课程对大学生人生价值观(YR)因素影响的比较

YR

维度 项目名

YR-A1

均值 标准值

YR-B1

均值 标准值
t p

YR1
人生目的

精神-物质

真知-谬误

美-丑
高尚-卑鄙

新生-陈旧

1.304
1.824
1.832
1.824
1.824

0.076
0.242
0.266
0.243
0.229

1.368
1.752
1.808
1.800
1.768

0.209
0.287
0.280
0.268
0.300

2.020
1.333
0.436
0.464
1.037

*<0.05
>0.05
>0.05
>0.05
>0.05

YR2
生活方式

互爱-互憎

协作-孤立

努力-懒散

行动-幻想

奉献-接受

1.856
1.608
1.840
1.616
1.392

0.250
0.304
0.240
0.339
0.230

1.856
1.648
1.808
1.560
1.240

0.237
0.312
0.291
0.342
0.291

0
0.646
0.593
0.824
2.868

>0.05
>0.05
>0.05
>0.05

**<0.01

YR3
人生手段

宽恕-报复

真诚-虚假

创造-顺应

克制-放任

利人-利己

1.632
1.872
1.568
1.456
1.328

0.275
0.218
0.365
0.301
0.282

1.592
1.760
1.464
1.376
1.320

0.271
0.312
0.444
0.383
0.280

0.727
2.074
1.268
1.143
0.140

>0.05
*<0.05
>0.05
>0.05
>0.05



YR4
人生态度

进取-退缩

充实-空虚

坚定-动摇

希望-绝望

热情-冷漠

1.800
1.800
1.736
1.736
1.664

0.243
0.291
0.295
0.306
0.333

1.752
1.648
1.592
1.552
1.464

0.298
0.405
0.449
0.363
0.428

1.890
2.132
1.876
2.705
2.597

>0.05
*<0.05
>0.05

**<0.01
*<0.05

  青年犯人实验组(A2)与对照组(B2)人生价值观(YR)的总体差异也极其显著(表3,p<0.01),
而在9个项目上变化特别显著(表4):维度1的“美-丑”、维度4的“充实-空虚”“希望-绝望”“热情-
冷漠”等四项,差异极其显著(p<0.0l)。维度1的“精神-物质”“新生-陈旧”;维度2的“奉献-接
受”;维度3的“真诚-虚假”“克制-放任”等五个项差异显著(p<0.05)。在“人生态度”维度上,与大

学生实验组一样,也是充实-空虚、希望-绝望、热情-冷漠这三项,有显著积极的变化(p<0.01);而在

“人生目的”维度上,则也有三项:精神-物质、美-丑、新生-陈旧等有显著变化(p<0.05;p<0.01),比
大学生实验组多了两项。

表3 青年犯人生价值观(YR)实验组和对照组总体差异比较

均值(X)

A2 B2

标准差(S)

A2 B2
t p

差异系数(C·V)

A2 B2 A2∶B2 B2∶A2

82.356 68.93 5.818 11.813 3.059 **<0.01 7.064 17.138
0.412
(41.2%)

2.426
(242.6%)

注 A1B1,t0.01=3.149;A2B2,t0.01=2.921

表4 青年犯人组人生价值观(YR)后测项目比较

YR

维度 项目名

A2

均值 标准值

B2

均值 标准值
t p

YR1
人生目的

精神-物质

真知-谬误

美-丑
高尚-卑鄙

新生-陈旧

1.464
1.728
1.800
1.696
1.586

0.355
0.324
0.322
0.306
0.254

1.256
1.704
1.528
1.640
1.728

0.557
0.347
0.355
0.332
0.425

2.213
0.353
0.358
0.8785
2.254

*<0.05
>0.05

**<0.01
>0.05
*<0.05

YR2
生活方式

互爱-互憎

协作-孤立

努力-懒散

行动-幻想

奉献-接受

1.832
1.584
1.896
1.568
1.212

0.320
0.243
0.209
0.444
0.529

1.760
1.480
1.800
1.592
1.048

0.438
0.495
0.351
0.371
0.542

0.935
1.316
1.655
0.289
2.074

>0.05
>0.05
>0.05
>0.05
*<0.05

YR3
人生手段

宽恕-报复

真诚-虚假

创造-顺应

克制-放任

利人-利己

1.504
1.728
1.544
1.752
1.320

0.415
0.333
0.512
0.348
0.364

1.424
1.536
1.440
1.552
1.264

0.453
0.448
0.512
0.548
0.4998

0.909
2.462
1.005
2.151
0.636

>0.05
*<0.05
>0.05
*<0.05
>0.05

YR4
人生态度

进取-退缩

充实-空虚

坚定-动摇

希望-绝望

热情-冷漠

1.664
1.728
1.528
1.704
1.480

0.388
0.455
0.469
0.422
0.334

1.544
1.232
1.416
1.416
1.008

0.432
0.588
0.501
0.550
0.594

1.446
4.670
1.056
2.909
4.866

>0.05
**<0.01
>0.05

**<0.01
**<0.01

  表5显示,大学生实验组(A1)和青年犯人实验组(A2)的审美能力(YS),前后测都有极显著变

化(p<0.01),表明《高校美育》实验课程对两个组的审美能力都有显著积极影响。组间差异度A1
比B1 为0.306,A2 比B2 为0.515,表明大学生个体间审美能力差异小于青年犯人个体间差异。大

学生和青年犯人是具有不同审美能力和审美修养基础的群体,通过《高校美育》课程,两者的审美能

力都能在其原有基础上得到显著提高。参考人生价值观效应(表2,表4),大学生和青年犯人两个

群体在维度和因素上有相同,也有明显取向差异,说明美育课程实验效应显然受到文化背景、生活

背景与心理背景的影响。



表5 审美能力(YS)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比较

  结果

组别  
中数
(md)

均数
(X)

标准差
(s)

t p

差异比较

组间差值
A∶B
集中度

A1 82 80.32 6.855

B1 50.5 50.2 14.01
32.95 <0.01**

3.544
A1∶B1
0.306

27.908 -30.60%

A2 44.3 45.3 14.28

B2 21.5 20.83 12.47
42.705 <0.01**

31.52
A2∶B2
0.515

61.187 -51.50%

四、实验结论与讨论

《高校美育》课程在有效提高大学生审美能力(审美与人文素养)的同时,能对受教育者人生价

值观产生显著积极的影响。这与古今中外很多哲人对美和美育功能的看法,以及与很多美育实践

的经验等,有高度的一致性。
价值观可以分为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人际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审美价值观、

宗教价值观、自我价值观、婚恋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十大类别[4]。而所谓人生价值观则是其中的主

导价值观,“它是以自身需要、动机、兴趣、理想和信念等为尺度,对人生目的、人生方式、人生手段和

人生态度进行评价的个性心理倾向,渗透在整个个性之中,影响和调节着个人与他人、集体与社会

进行思想、政治、伦理等等交往的目的、方式态度和手段”[5]。因此,价值观往往具有主观性、选择

性、稳定性、社会历史性的特征,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具有多元性,同时也不易改变。价值观

往往容易被看作仅属于认知的范畴,其实是充满着情感和意志的[6],是在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下通过

主体的‘内化’过程而形成[7]。
但价值观并非不可改变。而美育在这方面就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提高审美能力改变“美”与

“丑”的价值观念的同时,能够对“好与坏”“做与不做”等的价值观产生积极调节作用,进而对人的价

值观产生影响。
首先,是由于审美中的共情作用。审美欣赏过程中会产生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建立在移情基

础上的深刻的共情或共鸣。审美体验通过感知-动作和运动-情感循环的互补过程,通过身体和情

感对审美对象,例如艺术作品、科学美、社会美、自然美的主观投入而产生的,从而使观众能够随着

艺术一起移动并被艺术所感动[8]。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模仿所看到的动作,它对于艺术

作品理解从而激发人将审美体验转化为“做”的行动。其次,审美体验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奖赏性

质的积极情绪体验。Ramachandran和 Hirstein(1999)认为,美是知觉刺激的奖赏性的产物,视觉

系统(或者更高级的知觉系统)在加工或整合某一特征时,激活了边缘系统并导致其释放奖赏性的

化学物质(如多巴胺等)而使该过程具有奖赏性[9]。因此,通过欣赏有高度审美特征的对象,引发了

人的共情或共鸣,观众不自觉地便会去赞同其所拥有的价值取向,认同其主张。同时审美体验所带

来的愉悦感,让人不自觉地投入到审美过程中去,被美的事物所吸引,所影响。
这点与中外许多哲人对美育功能的看法十分一致,认为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价值观,包括人生目的或人生态度等。而通过美育却可以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人、理性人、人格健全

的人。康德认为“由自然的人到道德的人的过渡的桥梁,是一种特殊心理功能也就是审美判断

力”[10],审美是“自然向人生成,即向文化-道德的人生成的关键所在”[11];席勒认为“人类发展是从

被感性支配的自然状态走向精神能控制物质的理性状态,人从自然人变为理性人,首先要让人恢复

健康,具有美的心灵”[12];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美育所塑造的不仅是道德人格,而且

是审美人格”[13];蔡元培认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

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王国维的《论教育的宗旨》一文,提倡以审美拯救人性,他认为

当时的中国人没有高尚的精神生活,一心追寻利与权,精神空虚,这种感情上的疾病,非以感情治之



不可,因此必须发展艺术,实施美育。
不管人生价值观有多么复杂,都可以归为需要就是价值尺度,比如两大需要,实用需要和审美

需要[14]。人们在审美中获得了美感,美感所带来的愉悦性导致人对美的需要更为强烈,而在反反

复复的审美过程中所建立起的审美价值观念,以及人对人生所拥有的一切进行审美的眼光和心灵,以
及所产生的人生价值观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也会是积极而美好的令人心动,激励行动的能量。

审美教育能对青年建立正确人生观产生积极影响,但对人生价值观4个维度(人生目的、生活

方式、人生手段、人生态度)的影响速度不同,受影响最快的是“人生态度”。人生价值观是人的观念

取向和行为选择尺度,伴随着人一生的成长和演变过程,在此意义上,半年的实验课实在太短暂。
但短期教育(一门《高校美育》课程)可能动摇人生价值观中的易变成分,尤其是对人生态度产生短

期效果,可以推断,长期而系统的教育(高校美育课程系统)就可能逐渐动摇人生价值观中比较稳定

的成分,从而产生长期而系统的效果,这正好证明长期进行审美教育的必要性。如果美育能像今天

的德育一样受到重视,收到的效果肯定会得到强化、巩固和更广的拓展。
人生价值效应与审美能力效应有显著的群体差异。例如对于大学生和青年犯人,由于文化、心

理和生活背景的差异,同样的审美教育或课程,其人生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提高的侧重面也不同。尤

其是人生价值观,大学生和青年犯人两个群体在维度和因素上有共性也有明显取向差异。审美能

力的发展可能更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人生价值观则更多受到生活与心理背景的影响。
实验后附加了一项“《高校美育》喜爱程度及原因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和更广泛的青年人都

非常乐于接受这样的教育,表明审美教育具有普遍唤醒度,有助激发和建立积极愉悦的学习态度、
情感体验和行为取向。目前在大学中,一般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两课)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并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有关“增强思想政

治理论课针对性和亲和力的调查”表明:“高达1/3强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总体评价不高,认为

课程内容脱离现实,枯燥空洞,吸引力不强等等”[15]。而审美教育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一个

有效途径。

五、建议:建构促进身心协调发展的高校美育课程体系

本文通过实验证明了《高校美育》课程对人生价值观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且《高校美育》从实

验课程开设至今,就一直定位在系统提高大学生审美能力,整合实施德育美育,培养大学生积极的

人生价值观念和创造美好人生的高度上。但事实上,不只有《高校美育》,高校美育课程是一个多层

次多种类的课程体系,因此其目标不仅在于此。在新的时代国家规定和赋予了美育更多的使命[16]

和目标: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的目标(国办[2015]71号文件,第
四条)(以下简称《意见》),发挥美育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各项素质全面发展即人格全面和谐发展,
以及个性发展、创造力发展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意见》第一条)。
以及促进专业艺术教育、各类高等教育中学生的专业审美素质发展(《意见》,第四条)。确切来说是

以‘审美素养’发展为基点,同时要能直接拉动人文素养提升,并辐射到学生全面发展与专业素质发

展的方方面面”[17]。这些素质整合起来实际上包含了身心两方面的协调发展,也就是“生理和心理

发展”[18]。我们可以将身心发展的“身”界定为生理系统的发展(比如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

系统、运动系统等等),也就是身体方面的发展;而“心”界定为心理方面的发展,也就是认知、情绪、
意志方面的发展,或者说代表了德、智(包括创造力)、美方面的发展。且心理是建立在身体这个物

质基础上的,有其对应的神经基础和更广义的生理基础。因此,高校美育课程的目标除了“提高学

生审美与人文素养”即审美力和人生价值观以外,实际上是包含了身心两方面发展更多的目标。
因此,高校美育课程,不仅是一门《高校美育》通识公选课,也是一个多层次、多门类的课程体

系,如前述的高校美育五圈课程体系(图1)。该课程体系最终目的在于形成合力,共同促进身心协

调发展。第一圈高校美育综合课程:以系统培养学生基本审美素质为目标,囊括了美育基础知识、



审美生理心理方法性知识,及其各种美的特征及其相互联系的内容。以美的本质和规律为视点引

导审美活动,以实现多学科之间的大跨度和深度联系,通过强化审美素质与人文素质、科学素质、道
德素质、身心素质等的一体交织,力促积极价值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如《高校美育》和近几年创建

和新上线“中国大学 MOOC”的《审美·跨界》等课程。第二圈艺术训练选修课程,可以分为几大

类。艺术感知理论类课程:该类课程从各种艺术门类中训练学生的视觉感知、听觉感知、触觉感知、
综合感知能力,在细致的观察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各类艺术体验与审美阐释性课程:主要

是以专题的形式开展的一类艺术课程,教师可以将不同文化以及不同主题的作品(音乐、美术、影
视、舞蹈、时尚艺术等)介绍给学生,并让学生进行作品的体验与理解。交给学生作品解读的方法,
训练学生的想象、联想能力,教会学生美的本质与规律性知识,让学生学会运用概念对审美作品进

行评价和解读,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审美表现技能训练类课程:这类课程主要是艺术技能训练课

程,提高学生表现与创造能力,协调身心发展,塑造优美形体,开发运动机能。审美创作理论与实践

类课程:主要是培养创造性思维,促进大脑认知、情绪系统发展。此外,第三圈专业课程审美化:目
的在于激发专业学习热情和创新动机,培养专业审美鉴赏力等。第四圈美育实践活动课程的目标

在于训练学生综合素质、彰显学生青春个性、促进学生全面成长,训练学生身心协调发展。第五圈

潜在课程则是形成审美育人环境,制造一种对身心产生影响的“场域”氛围。总之,各圈课程从不同

角度开发学生认知、情绪、运动系统,促进学生身心全面、愉悦、健康、协调发展。
如此庞大的课程体系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设全校、全市乃至全国各级各类高校互联互通

的 MOOC平台,打造高校美育 MOOC群,建立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制度,扩大优质美育资源的

覆盖面。同时,应高度注重各类美育课程师资培养,多形式充实美育师资队伍;加强高校美育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学校美育管理机构;落实学校美育工作经费等,以筑牢高校美育课程保障体系。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既是时代赋予学校美育的历史使命,也是学校美育自身

的不懈追求”[19]。塑造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是美育追求的终极目的,也是新时代高校美育课程建设

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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