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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美育是高校构建“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中关键一环，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学生美育是对马克思主义美育观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实践运

用，为新时代大学生美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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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a key part of the “five educations simultaneously” talent 
training system, which has a profou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Marxist philosophy is a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pt and Marx’s thought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which provides a fundamental follow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
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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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将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作为内容基础，培养学生的审美力、

鉴赏力和创造力的教育，其本质是促进受教者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大

学生获得情感的触碰和积淀，其心灵也在愉悦的美的享受中得到升华，使形式美育走向实质美育。因此，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大学生美育已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也是时代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大学生美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依赖于科学理论的

指导。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为大学生美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

理论基础。 

2. 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是大学生美育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是“迄今无法逾越的现代哲学美学制高点”[1]，也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高校

美育工作的根本纲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专门针对“美育”的论著，但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里蕴藏了他们丰富的美育思想，也为后来的学

者留下阐释空间。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创造了美。美的根源到底来自何处？首先，在探究劳动、劳动与美的根源关系问题时，

马克思明确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劳动产生了美”[3]。
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认为劳动是一切历史现象和现实生活的终极根源，

也是美产生的终极根源。无论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物质产品还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精神产品，

都需以人类的劳动生产、劳动创造为前提。其次，在剖析人与动物本质区别时，马克思提出：“人也按

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即按照“美的规律”，人类依靠劳动完善自我、塑造自我、成就自我，并在劳

动中获得情感的饱满和身心的愉悦。人类生产劳动的过程也是生产美的过程，归根到底美是由劳动创造

的。因此，高校必须在实践层面开展美育工作。美育不仅要求美育知识的简单传授，而且需要创造富有

情感色彩的审美环境，引导大学生置身于美育实践活动中，使大学生在美育实践活动中享受审美愉悦、

提高人文素养、陶冶高尚情操、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第二，美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显现。在阐释人的社会实践时，马克思提出：“劳动的对象是人类

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发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

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即美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感性显现。结合“劳动创造了美”的思想，我

们可以定义：美的本质是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在对象上显现出对人的

本质力量的正面肯定。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从中“直观自身”，从具体、感性的形象上，直接观照

到自身的力量和智慧，进而自身的本质力量便得到正面肯定。在这种“正面肯定”的过程中，由衷的自

豪感和自由创造的喜悦感便油然而生，美感也就产生了。我们为什么被体育运动所展现的挑战自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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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救灾所展现的顽强拼搏精神所打动，正是因为里面承载着伟大的人之本质力量。 
第三，美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人非生而具有审辩美丑、善恶的能力，也非生而具有

社会实践的能力，只有通过教育才能造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美育的

特殊作用不容忽视。一是美育能提升人生境界。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毫无教养的粗人常常只是因为一

个过路人踩了他的鸡眼，他就把这个人看做世界上最可恶和最卑鄙的坏蛋。他把自己的鸡眼当做评价人

的行为标准。”[6]也就是说个体的情感体验往往会影响其外在言行，可见情感教育的必要性。二是美育

能开发创新思维。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一文中，曾对文学作品《人间喜剧》进行了高度评价：

“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

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

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7]美育通过感受、欣赏艺术作品，教化人们用艺术和创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和

改造生活，进而推动个体的全面自由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是一种‘大美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审美教育的思想体系。它突

破了传统狭隘审美教育思想的局限，主张通过对美的认识，美的把握，以美的思想来改造人类及人类社

会，使人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8]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美育观对于推动新

时代高校美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大学生美育目标的根本尺度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马克思主义美育观始终以人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出

发点和归宿，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出发探究人的本质，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和理想指向”

[9]。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目标的根本尺度，对大学生美育工作具有重

要的思想指导作用，具体而言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的需要全面发展。人的需要是人类实践活动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

如果不是同时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那么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0]也就是说，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在实践中，理性因素虽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

是受感性因素支配的需要才是激发人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不竭源泉。恩格斯将人类的需要划分为三个

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创造需要。而人类需要的满足，只能借助于社会实践活动，全方位提

升自己的能力，使自身的各项技能均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曾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

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人的需要未有穷期，

人的全面发展也未有穷期。 
第二，人的能力全面发展。马克思曾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会因此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

判者”[12]的理想社会。在其设想的这一理想社会中，个人能够以自身的兴趣、特长和自我需要为依据，

自由自主地选择社会实践活动，人们实践的范围也不再狭窄、单调，涵盖了物质生产劳动、经济、政治、

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以及科学艺术的创造活动等领域。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的能力也得到全面的

激发、拓展和提升，得以“充分自由地发展和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如人的体力、智力、精神

生产的能力，道德修养的能力，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等。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既能“占

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为自我的全面发展夯实基础，也能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前景。 
第三，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生产力或一般财

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

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13]在交往中，人们得以实现信息传递、情感沟通、思想碰撞，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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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身也得到发展，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得到发展。起初，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囿于因血缘和职

业分工所缔结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形成，人类的交往由封闭、隔绝、贫乏

走向开放、主动、丰富，每个人都能主动参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社会交往，交往的范围

也逐步扩大到经济、文化、艺术、法律、伦理等各个领域，人们的社会关系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关系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只有社会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人的

本质才能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理想，也是当前我国高校美育工作的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重要论述是新时代高校开展美育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推进新时代美育综合改革，既是个体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

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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