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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运用哲学方法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发展等问题作出的最高层

次思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大学生美育认同研究的必要视角，为大学生

美育认同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和价值支撑。在新时代的节点上，全面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美育认同工作应

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始终贯穿于大学生美育认同培育的发展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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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studies is a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It is the highest 
level thinking about human nature, human value, human needs, human development and other 
issues by applying philosophical methods.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studies is a necessary pers-
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aesthetic education identity, which lays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value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aesthetic education identity. In the 
new era,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aesthetic education identity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studies, so that th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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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 always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esthetic 
education ident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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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认同”是研究大学生美育认同的逻辑起点，为进一步深化对大学生美育认同的研究，必须厘清认

同的概念，才能更加精准地把握和界定大学生美育认同的基本内涵，进而在实践中实现大学生美育认同

的培育和强化。 
“认同”(identity)一词发轫于西方，最早是由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他把认同

看作是“自我将环境中的现实对象与本我对满足需要之物的想象相对应的过程”，是“个体或群体在感

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相较于西方学者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认同理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

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心理学家、学者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指出，认同是心理学范

畴的概念，它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沟通、联系的一种方式，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品格形成的重要手段

[1]。孙玉姣、张爱华认为教学中的心理认同，是指受教主体在内心感悟、心理意识、行为意志上同意、

赞成、支持施教者的观点，表现在情绪上的响应，意愿上的配合，行动上的实践[2]。 
以上述对于“认同”内涵的界定与阐释为依据，本文认为，大学生美育认同是大学生群体基于自身

利益需要和价值偏好的基础上对大学生美育的内容、方法、成效等形成支持、赞同的积极倾向并自觉接

受美育影响、规范自我的行为举止，以求思想与实践相统一的能动的活动过程。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是运用哲学方法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

需要、人的发展等问题作出的最高层次思考，是关于“人”的哲学，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大学生美育

认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为主要内容，来培养大学生对美的识别、

体验、鉴赏和创造能力，使之成为具备美的道德、理想、品格、情操的时代新人，其最终价值目标和终

极指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做人的工作。因此，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大学生美育

认同高度契合、内在统一，将大学生美育认同置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视域下重新审视，以人的本质、

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为切入点开展大学生美育认同研究，既能增强大学生美育认同工作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又能提升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2. 人的本质论：大学生美育认同的理论基础 

“人的本质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人学始终以“现实的人”作为理论

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出发探究人的本质，将其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和“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

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所谓“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类有目的、有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16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金佳萍 

 

 

DOI: 10.12677/acpp.2022.115161 920 哲学进展 
 

识地从事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有别于动物因其本能所驱使的活动，即人的本质具有实践性。人只有在改

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身主观世界，才能使自身的本质力量得到正面肯定。人的本质的实践性要求大

学生美育认同必须在实践层面开展美育认同工作，美育不仅要求美育知识的简单传授，而且需要引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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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美育认同、提高人文素养、

陶冶高尚情操、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让大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并在实践中以

“行”促“知”，最终实现“知行合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运行的，人经

过社会实践来塑造和展现自己，在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的所有社会关系”[6]。马克

思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将其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认为在社

会实践过程中人类的交往由封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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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能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人创

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要求大学生美育认同工作必须注重社会环境的创设，

美育认同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尚善尚美的社会环境，一景一物，一砖一石，一树一木都应给予大学生美

的享受，让大学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教育，才能使大学生逐步养成善良的情感、奉献的精神、正

直的态度，成为具有完满人格的人。 

3. 人的价值论：大学生美育认同的价值引导 

“人的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关于人的价值，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指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

的社会存在物”[7]，即个体构成社会；此外，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

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8]，即社会成就个体。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人

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体，两者相辅相成。一方面，个体价值为社会价值的实现夯实基础，

社会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无数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追求和创造价值，离开了个体价值创造，社会价值也就不

复存在；另一方面，社会价值为个体价值的实现提供重要保障，个人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关系及社会

制度创造有利因素，诚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

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9]，只有个体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中，自觉地追求和创造社会价

值，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进而促进个体的完善和发展。大学是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塑型的关键时期，

对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三育

交融的教育活动，它既要满足个体发展需要又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在大学生美育认同培育过程

中，美育工作者要注重启发、引导个体内在价值发展的需要，进而把大学生个体价值放在突出位置，并

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在教学方法上，要注重以情动人。“没有人的情

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教育者可以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象将美学智慧形象化、

艺术化、情感化，通过情感的激荡达到内心共鸣。显然，相比居高临下的刻板说教方式，情感教育的方

式方法更能让大学生美育直达人心、引发共鸣、激发认同。 

4. 人的需要论：大学生美育认同的内在动力 

“人的需要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本质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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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人的需要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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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出发点和归宿，是激发人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不竭源泉。马克思指出，

“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并以此为据提出了关于人的需要的“三级阶梯”理论： 
首先，生存和生理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

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

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最本质的需要是衣、食、住等物质需要，这是“由他

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 
其次，人的需要还包括谋生或占有的需要。“人们一刻也离不开劳动，这首先是人的自然属性的

必然要求，要想生存就要从事生产劳动。同时，人是社会性的人，劳动也是他们的社会性需要”[12]。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要满足自身的基本性需要，就必须要从事生产劳动，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 
最后，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人的需要未有穷期，人的全面发展也未

有穷期。在人的生存需要、生理需要、谋生需要、劳动需要等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自然而然

就会产生对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高级需要，这种需要不受社会分工的限制，每个人得以真正全面占有

自身本质，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由此可以得出，人的需要论为大学生美育认同提供内在的驱动力。美育工作者应当了解、掌握和挖

掘教育对象的需要，在美育实践中因材施教，通过美育与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激发大学生对美育的

认同，才能使教育对象将内在的个体需要化为外在的实践行为，在满足低层次需要的基础上激发教育对

象追求高层次需要的内在驱动力，进一步实现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 

5. 人的发展论：大学生美育认同的价值旨归 

“人的发展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根本命题，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

目标和理想指向。马克思曾畅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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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的理想社会。恩格斯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时指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

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4]。在他们所设想的这一理想社会中，个人得以在

物质世界中确认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充分自由地发展和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正如马克

思所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15]。按照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人的发展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人的需要全面发展，而且指人的社会

关系全面发展。其中，人的能力全面发展是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如人的体力、智力、欣赏和创造美的

能力，精神生产的能力，道德修养的能力，科学探究的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激发、拓展和提升。人的

需要全面发展是全面发展的价值向度，人的一切活动总是服务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的需要是激

发人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不竭源泉。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是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诚如马克思所言：

“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6]，“社会关系

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实现充分丰富、全面占有和共

同控制，这表明人要积极参与社会交往，在交往中实现信息传递、情感沟通、思想碰撞，这一过程中自

身也必然得到发展，进而促进个体的完善，为最终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夯实基础。大学生美育认同

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这恰好与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关于人的发展理论高度契合。因此，美育工

作者要致力于促进大学生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培养大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使其在德智体美

劳各方面得到均衡发展，从而培养德艺双馨、德才兼备的多层次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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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的基本内容对大学生美育认同的培育和强化具有重大的

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大学生美育认同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

导。美育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不断推动大学生美育认同工作的发展创新，

增强大学生美育认同的有效性，使美育散发出人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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