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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民族性在美育中的价值重构与路径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美育不仅承担

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任务，还肩负着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民族性作为文化

多样性的核心要素，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情感认同，对美育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

值。然而，当前美育实践中民族性的融入面临诸多挑战。文章首先厘清了美育内涵的几个关键

问题，包括美育与艺术教育、学科美育和德育之间的关系。随后，分析了民族性在美育中的文

化传承、文化创新、社会和谐和个人发展等价值。为实现这些价值，文章提出了优化课程设计、

创新实践活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政策支持与保障等路径。最后从高校的角度，展示了美育

实践中强化民族性核心引领作用、深度融合民族特色与美育工作、加强美育工作自身专业建设

与民族文化融合以及美育工作走出校园、弘扬民族文化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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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ethnicity i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not only undertakes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aesthetic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but also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passing on and promoting
national culture. Ethnicity, as the core element of cultural diversity,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deep emotional identity, and has irreplaceable value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ity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aces many challenges. The article first clarifies
several key issues in the connot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art education, disciplinary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Subsequently, it
analyzes the value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innovation, social harmony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ethnicity i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se valu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paths of
optimizing curriculum design, innovating practical activities, strengthening teacher team building and
policy support and guarantee.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shows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re leading role of ethnicity in the practi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deeply integrati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tself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going out of the campus and promoting ethnic culture.
Keywords: Ethnicity;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reconstruction; Path exploration

引言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美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培养学生审美素养、提升人文素养的

任务，还肩负着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使

命。民族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核心要素之一，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底蕴、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情感认同，对于美育

工作的深化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美育，本质上是一

种情感教育，旨在通过艺术、音乐、舞蹈、文学等多种形式

的审美活动，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和审美创造力。

而民族性，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特质，它

体现了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将民族性融

入美育之中，不仅能够丰富美育的内涵，还能激发学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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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然而，在

当前的美育实践中，民族性的融入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许多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面临着被

边缘化甚至消失的风险；另一方面，美育课程的设计和教学

方法的运用，往往忽视了民族性的独特价值，导致学生在审

美体验中缺乏文化深度和情感共鸣。因此，如何重构民族性

在美育中的价值，探索实现这一价值的实践路径，成为了当

前美育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厘清美育内涵的几个关键问题

美育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席勒在其《美育书简》中提

出，后由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引入中国。党的十八

大以来，关于“美育”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其功

能、重要性及意义等方面，而对于“美育”概念的内涵解析

却相对匮乏，导致许多人对美育的理解存在偏差，这势必对

美育实践产生影响。其中，美育与艺术教育、学科美育和德

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尤为突出。

1.1 美育与艺术教育的关系

美育与艺术教育虽紧密相连，但并非等同。对于未深入

研究美育内涵的人来说，提到美育往往会联想到艺术教育，

这也在情理之中。2019年，教育部发文明确指出，高校美育

工作的重点任务是以艺术教育的改革发展为重心，围绕普及

艺术教育、专业艺术教育和艺术师范教育三个重点领域，加

强和改进美育教育教学。[1]由此可见，艺术教育是开展美育

的重要途径，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美育。美育是一个包含艺

术但远不止于艺术的概念。若将美育局限于艺术教育，甚至

认为增加几节唱歌、跳舞、绘画等艺术技能课就是实施美育，

这种观念无论是在美育理念还是美育实践层面，都将大大缩

小美育的范围，使本应丰富多彩的美育变得单一化、平面化、

简单化和技术化。[2]美育与艺术教育的区别在于，艺术教育

可以停留在艺术体验、艺术知识或艺术思考等层面，而美育

则必须利用自然美、社会美、科技美和艺术美等多种审美形

态，使受教育者获得审美体验，进而升华到信仰或灵魂感动

的境界。

1.2 美育与学科美育的关系

美育作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五育”之一，主要通过

美育课、美育实践、校园文化及艺术展演等形式落地。由于

这些活动主要发生在校园内，课程教学自然成为主要渠道。

然而，这里常存在一个误区，即许多人认为美育工作必须通

过舞蹈、音乐、美术等课程来实施，开展美育是这些科目教

师的职责。这种片面认识可能导致美育师资匮乏、负担过重，

同时虚化美育功能。此外，“美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众

多学科交叉融合，各个学科都蕴含着丰富的美育资源。学科

教师应发掘这些美育元素，与学科知识相结合，贯穿到学科

教学中，既提升教学效果，又拓展美育路径。[3]

1.3 美育与德育的关系

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同属于教育体系，

它们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区别主要体现在功能、

价值、内涵和外延上。从内涵上看，德育主要指在思想、政

治、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教育，而美育则包含审美教育、

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的全人教育观。从功能上看，德育的功

能在于促进个体法制观念的形成和社会进步，而美育的功能

则体现在促进个体审美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审美文化的繁荣。

德育的价值在于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具有现实

功利性，而美育则充分体现了个体的主体性价值。[4]从教育

属性上看，德育属于理性教育的范畴，主要作用于人的意识、

理性层面，是规范性教育，带有一定强制性；美育属于感性

教育的范畴，主要作用于人的感性、情感层面，影响人的情

感、气质、性格等非理性的精神力量，重在熏陶，带有一定

的趣味性。[5]由此可见，美育与德育虽有诸多相通之处，但

仍存在显著差异，在实践中应避免将美育弱化。

2.民族性在美育中的价值重构

2.1 文化传承价值

民族性在美育中的首要价值在于其文化传承作用。美育

不仅仅是艺术技巧的学习，更是文化精神的传递。通过民族

舞蹈、传统音乐、民间工艺等艺术形式的教育，学生不仅能

够掌握具体的艺术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够深入理解背后的文

化意义和民族情感。例如，学习京剧不仅让学生学会了唱腔

和身段，更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

韵味。这种文化传承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也为民

族文化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2 文化创新价值

在传承的基础上，民族性在美育中还展现出强大的文化

创新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文化需要不断与时俱进，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美育通过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

造力，为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能。例如，现代民族

音乐的创作，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元素，又融入了现代音乐

的节奏和旋律，使得民族音乐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又焕

发出新的生机。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

也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

2.3 社会和谐价值

民族性在美育中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其促进社会和

谐的作用。美育通过艺术的形式，搭建了不同民族之间沟通

交流的桥梁，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在美育活动中，

学生不仅能够欣赏到不同民族的艺术形式，还能够亲身体验

到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和风情，从而加深对多元文化的认识

和接纳。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

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2.4 个人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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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在美育中还具有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美育

通过民族艺术的教育，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

力，还促进了他们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的全面发展。在学习

民族艺术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深入理解文化内涵，感受艺术

魅力，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同时，民族艺术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对学生的人格塑

造产生了积极影响。

3.实现民族性在美育中价值的路径探索

3.1 课程设计的优化

要实现民族性在美育中的价值，首先需要优化课程设

计。美育课程应充分融入民族元素，开设专门的民族艺术课

程，如民族舞蹈、民族音乐、民间工艺等。同时，还可以将

民族艺术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整合，如将民族艺术元素融

入语文、历史等课程，使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的同时也能感

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此外，课程设计还应注重学生的参与

性和实践性，通过项目式学习、体验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

实践中深入理解和体验民族文化。

3.2 实践活动的创新

除了课程设计外，实践活动的创新也是实现民族性在美

育中价值的重要途径。学校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实

践活动，如民族艺术节、民族音乐会、民族舞蹈比赛等。这

些活动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还能够增进不

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同时，实践活动还可以与社

区、企业等外部机构进行合作，将民族艺术融入社区文化建

设和企业文化活动中，扩大民族文化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

力。

3.3 教师队伍的建设

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实现民族性在美育中价值的关键。教

师应具备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和艺术素养，以便更好地引导

学生理解和欣赏民族艺术。因此，学校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

和管理，提升他们的民族艺术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还可

以邀请民族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外部专家来校

进行讲座或指导，为教师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此外，学

校还应建立完善的教师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在美育工作中积

极融入民族性。

3.4 政策支持与保障

政策支持与保障是实现民族性在美育中价值的必要条

件。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学校加强民族艺

术教育，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例如，可以设立专项

基金支持民族艺术教育的开展，为学校和教师提供经费保

障；还可以制定相关标准，对民族艺术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进

行评估和监测。此外，政府和社会各界还应加强对民族艺术

教育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公众对民族艺术教育的认识和重视

程度。

4. 民族性在高校美育实践中的要求

4.1 强化民族性在美育工作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美育，作为塑造个体心灵、提升审美情操的重要途径，

其最直接且深远的功能在于调和人的心理状态，使之趋于和

谐。在这一过程中，最能触动学生心灵深处、激发其情感共

鸣的，往往是那些蕴含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内容。[6]因此，

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融入美育实践，不仅是对学生

艺术素养与人文素养的双重滋养，更是民族文化自信与传承

的必然要求，是美育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以广西为

例，这里不仅有桂剧、绣球文化、歌圩文化等民族瑰宝，还

有瑶族盘王节、京族唱哈节等传统节日的欢庆，以及泥兴陶、

壮锦等手工艺品的精美，更有铜鼓、独弦琴、天琴等传统乐

器的悠扬。广西艺术学院作为“漓江画派”的发源地，更是

创作了一系列如《蛙神祭》、《扁担舞》等深植于壮族传统

文化的艺术作品。这些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艺术院校美

育工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在开展美育

工作时，应将民族性视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不仅要充分

利用学校收藏的文物和当地各民族传承下来的文化艺术遗

产，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让学生在

了解、欣赏、体验中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

激发起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

4.2 民族特色与高校美育工作的深度融合

教育部关于美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到了普及艺

术教育、提升专业艺术教育和改进艺术师范教育三个方面的

要求。对于高校而言，这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高校教师

应积极响应号召，将民族特色融入美育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不仅要配合学校完成专业艺术教育和艺术师范教育的提升

任务，更要结合本校的育人理念、专业特色以及地域文化特

色，开发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育课程和活动。同时，高校应

充分利用其专业齐全、课程资源丰富、展演活动众多等优势，

举办各类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艺术展览、音乐会、舞蹈表演

等，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提升审美能力和

创造力。

4.3 加强美育工作自身专业建设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高校专业背景多元，这为美育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性。高校教师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将民族文化与美

育工作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美育模式。非艺术专业背景

的教师可以从教育理论、心理学等角度入手，为美育工作提

供理论支撑；而艺术类专业背景的教师则可以发挥其在艺术

创作、表演等方面的专长，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美育实践之

中。此外，高校教师还应不断加强自身专业建设，通过参加

培训、学术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审美能

力。同时，要积极学习民族文化知识，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

和特点，以便更好地将其融入美育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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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美育工作要走出校园弘扬民族文化

美育工作不应局限于校园之内，而应走向社会、服务人

民。高校应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艺术资源和人才优势，组织各

类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艺术实践活动，如“三下乡”、艺术

支教、高雅艺术进社区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将民族

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还可以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

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综合素质。同时，艺术院校还应积极参与

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美育工作推动地方文化的

繁荣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辅导员应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

用，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民。

5.结语

我国美育工作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资源不足且发展不

均衡。然而，鉴于其重要性，美育工作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

期内作为国家重要教育方针政策来推进。当下，民族性在美

育中的价值重构与路径探索正是美育工作的重要课题，通过

优化课程设计、创新实践活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政策支

持与保障，我们可以有效实现民族性在美育中的价值。同时，

高校作为美育工作的重要阵地，应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和地

域文化特色，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学校美育培根铸

魂的基础，要在传统文化艺术的提炼、转化、融合上下功夫，

将民族性融入美育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培养

具有民族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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