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论篇 

审美鉴赏的基本认识 

一、大学生与审美鉴赏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对人的素质要

求也越来越高，高校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其中，

“美”就是要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具备较高的审美素质，发展鉴赏

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  

（一）大学生审美素质的现状  

虽然审美素质对一个人的发展十分重要，审美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社会重

视，然而，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级各类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德智体

方面得到了良好发展，却在美育方面存在种种缺失。  

大学生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美”的优越环境中成长，没有足够多的“丑”

的事物来对比映衬，导致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审美，为什么要审美，更不用

说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了。如果一个人审美能力低下，就会丧失基本的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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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丑的能力，就容易受到丑恶现象的侵蚀，对高尚的、健康的心灵的形成带

来消极的影响。  

当今的一些大学生由于审美能力的缺失，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存在着庸

俗化的倾向，有的人以纯粹的感官快感取代美感，导致了大量“屌丝文化”

“三俗文化”的泛滥。比如过分膜拜衣着暴露的模特、长相“娘”化的韩国男

星等给他们带来视觉快感的人，而对政治文化界思想上的巨人、科学领域的

巨匠，不做了解便嗤之以鼻；不少人喜爱节奏感强、只能带来短暂听觉快感

的音乐，却对博大精深的民乐、交响乐不闻不问；有的人盲目推崇自私暴力

的网络小说和男女主角一天到晚只会哭哭啼啼谈恋爱的言情小说，在这些作

品带来的心理快感中流连忘返，却不曾读过一本饱含深意、启迪思想的中外

名著。在看待事物时，评价和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而不能从审美

的角度去对这个事物进行一个评判，往往以一种简单纯粹的快感取代美感，

从而忽略了事物美的本质。  

不少大学生在审美的过程中，对审美标准的把握不准，只注重表层，忽

略本质的东西。常常用自己的主观感觉去评价事物的美丑。很多大学生都表

示只能接受具体化的事物，对抽象化的画作、象征派的诗歌、意识流的小说

等表示“看不懂”。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只注重作品表层的东西，而不注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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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审美知识的匮乏，缺乏审美标准，只能

看作品表面的“像不像”“情节刺激不刺激”，用主观的感觉去评价作品，而

忽略了作品的本质。  

（二）大学生审美能力缺失的原因  

大学生存在上述审美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教育考试体制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作者认为，中国的教

育较为偏向应试教育，中考、高考不考美育方面的内容，学校和老师自然就

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智育、德育培养方面，重视教给学生系统的科学文化知

识、技能，发展他们的智力，也重视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

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唯独在美育方面重视不够，中小学没有开设专门

的美育课，学生当然也就很难具备较强的审美能力了。  

其次是课程设置的问题。如今的大学除了语言文学类专业以外，很少开

设美学课程，导致大部分学生的审美知识不系统、不扎实，导致他们感受美、

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受到局限，无法从审美实践中体验审美所带来的愉悦

与美感。他们为了自己以后有很好的前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专业课的学

习上，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各类考证考级上。也许他们会感到大学生活非常充

实，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丢失了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审美能力。  



004  ┃  大学生审美鉴赏论 

 

再次是高校审美教育实效性问题。很多高校在思想观念上就对审美教育

不够重视，影响了审美教育效果，这是导致大学生美学知识欠缺、审美兴趣

不浓、审美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教育模式上看，我国现行的高等教

育模式专注于对大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却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建构；

注重大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却忽视审美素质及审美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利

于当代大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  

最后是市场经济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后，市场经济一方面促进了我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内含的竞争、趋利和交易原则，严重

地冲击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至于在审美情趣和审美

实践中呈现出功利化和媚俗化的现象。  

另外，高校扩招导致大学毕业生数量剧增，形成的巨大的就业压力，也

使得很多大学生将主要精力用在了为将来的就业而奔波忙碌，而忽视了自身

的审美素养及审美能力的提高。  

此外，大众文化的崛起所伴随的功利主义取向和商业化的运作，也使得

一些落后甚至腐朽的文化因素也渗透进来，给大学生的审美带来了一些负面

影响。  

（三）大学生应该学会审美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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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不要让大学生成为有知识而没文

化、精通业务而不懂审美的“跛脚鸭”，作者主张所有大学生都要懂点美学，

都要学会审美。  

大学生学习美学能够提高综合素质。提高学生审美修养，是国家教育方

针中的基本要求。国家教育方针规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既是

每所学校的责任，也是每个学生的义务。大学开设美学课程，可以通过学习

美学知识、组织学生参加审美实践活动，用唤起美感的方式来对人进行教育，

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

美趣味，以达到陶情怡性，美化人生的目的。由于审美活动具有生动形象、

动人以情、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等特点，在人的情操培养与情感教育上起到

了特殊的作用。  

大学生学习美学有利于扩展知识面，提高审美修养。通过对美学知识的

学习，可以帮助大学生掌握审美活动规律，提高审美鉴赏和审美创造的能力，

可以促进各科学生的专业学习和专业工作。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越往

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二者从基底分手，回头又在

塔尖结合。”著名宇航家 T.C.季托夫认为，不懂艺术的工程师是蹩脚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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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缺乏音乐感和不懂诗意的学者，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虽然这种说法有

些极端，但却体现了科学家对于艺术的重视。由此可见，学习美学，认识美

学规律，对任何人的学习和工作都是有益的。  

大学生学习美学有助于净化心灵，明辨美丑。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完

美趋向，  实现完美人格的塑造是人类欲望的源泉，美学是维持这种欲望的

动力。美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们正确的审美观，把人们的精神美和情操

美放在重要的位置，使人们通过美学修养能够泾渭分明地鉴别什么是真、

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从而使人们热爱和支持一切美好、善良的东

西，仇恨和反对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正如世界著名音乐家亨德尔所说：

“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那我很遗憾，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

如果科学知识主要影响人的理性智慧和才能，道德主要作用于人的意志和

行为的话，那么，美学则同时影响和渗透于人的思想、感情、意志、理想、

兴趣、爱好、能力等诸方面，它将塑造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净化心灵，陶

冶人的情操和人格。  

大学生学习美学可以优化人格素质。美学的中心任务是优化个体的人格

心理素质，完善其审美心理结构。这是因为人的情感、兴趣、态度、意志、

理想和性格心理品质与人才成功最为密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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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熏陶，如从声音、色彩、形态的美到内在、崇高、心灵的精神美；从花

鸟山水、深谷幽泉、急流飞瀑、惊涛拍岸的自然美到生活中各种典型人物的

深刻思想、巨大热情、完美道德、健康情趣和远大理想的社会美；从现实中

各种美好的、令人心旷神怡的事物到各种勾魂摄魄的优秀事物的艺术美，

在审美过程中，可以培养高尚的情感，塑造良好的性格，培养健康的情趣，

历练坚强的意志，调节不良的情绪，培养出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提升人

格素质。  

大学生加强审美修养能够培养综合能力。一个人能否成才、成功，取决

于它是否具有观察、思维、想象、记忆、操作、创造等综合能力，而美感的

培养，能加速这些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人们走向成功。  

敏锐的观察能力被称为“智力结构”的“眼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对鬼

斧神工的大自然的欣赏来培养。苏东坡的著名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明通过对异彩纷呈的庐

山美的欣赏，可以锻炼人的观察能力，并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事物现象的观察，

抓住事物的本质。  

思维能力包括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能力。这些能力的提高与

美学息息相关。但凡艺术修养丰富的人，其形象思维能力都比较发达，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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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象能力特别强。当一个人的全部心理功能都活跃起来去拥抱自然或艺术

品的时候，人们的心境与大自然或艺术品完全合拍就会产生共鸣，想象活动

就会被激发起来，产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效果。丰厚的美学修养还

能诱发、激荡人们的灵感思维，以致成为人们创造性思维产生的契机。现代

美学心理研究表明，当人们在欣赏壮阔崇高或优美动听的自然景色或艺术作

品时，能沉浸在一种无比愉快的精神境界中，产生出一种既轻松自由、又深

沉博大的审美快乐体验，这种审美心态正是灵感思维得以闪现的最有利的心

理条件之一。比如大发明家爱迪生酷爱阅读雨果的作品，生物学家达尔文特

别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以致几乎读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和诗歌，这对

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不无裨益。  

对美的感受还能增强记忆能力。如果把语文、数学等知识通过音像形式

呈现，变成生动形象的东西，便可真正做到深入浅出，使人一目了然，产生

浓厚的兴趣，容易在潜移默化中理解并记住相关知识，从而使记忆能力得到

提高。现代“暗示学”表明，一边听优美动听的音乐，一边进行思考，利用

音乐配合可加强记忆力，记忆效果可提高 2.5 倍。  

大学生加强审美修养有助于塑造完美形象。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

人们都在追求完美的形象，企望身心健康，内外和谐。学习美学不但能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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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净化心灵，美化行为，塑造性格，而且有助于我们造就健全的体魄，塑造

完美的形象。  

人在“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同时，也在“按照美的规律”塑

造自身，使之符合美的形式。学会了审美的人，懂得人体的美是心灵的优

美与身体的优美的和谐一致，是健美的身体与健全的头脑、健全的人格与

健全的灵魂的浑然一体。人体的健美不但表现在身体各部分的合比例的美，

而且还表现在人体活动时，符合美的节奏和韵律。因此，英国著名哲学家

培根说：“仔细考究起来，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

于形体之美。”“形体”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体形；“颜色”指五官相貌，

主要是脸部，是局部的；而“行为之美”，指举手投足的动作神态，是后天

的，是内在美的折射表现，在三者中，能够折射内在美的“行为之美”是

最高的美，是美的精华。  

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代青年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不但希望有健康的

身体，而且希望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比如流行的健美舞蹈，就

是伴随现代音乐节奏，使优美的动作造型与悠扬悦耳的音乐旋律相得益彰：

音乐节奏给人美的享受，令人陶醉，把人带入美的意境；动作造型轻快活泼，

柔美潇洒，阳刚和阴柔兼而有之，激发起人们创造美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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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美学是人们心灵纯洁、人格完美、精神丰富和完美形象的强

大动力源泉，它在潜移默化中把人们引入一种新的人生境界，是实现青年学

生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美的生成与美的特征 

在我们的生活中，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美充满神奇的魅力，给人带

来愉悦和希望，令人心驰神往。美，既可以是具体的美的事物，也可以是抽

象的美的理念。  

那么，美到底是如何生成的？美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这是我们需要首先

弄清楚的问题。  

（一）美的生成  

美是从何而来的呢？美是如何生成的？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关于美

的起源、美的本质的问题，美学史上曾经为其长期争论不休，历代美学家都

提出过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大派别。  

1.“客观派”  

客观论者认为，事物属性本来就是美的，不依赖于人的发现或感觉。

他们认为，“美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在这事物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