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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育是以美育人ꎬ 使人更美的教育ꎬ 在立德

树人这一教育宗旨和要求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

用ꎮ 但近 ３０ 年军校审美教育的历程回顾发现ꎬ 在

军校美育得到普遍关注和逐步推进的同时ꎬ 我们

对什么是军校美育的 “美”ꎬ 怎样理解军校美育的

“育”ꎬ 军校美育活动中 “美” 和 “育” 的转化方

式等基本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的思考ꎬ 致使对军校

美育现状和特点规律的把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

差ꎬ 影响了军校美育实效性的提高ꎮ 当前ꎬ 亟需

以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为指向ꎬ 从立德树人、 为

战育人ꎬ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专业化新型军

事人才的战略高度ꎬ 围绕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要

求对军校审美教育的这三个基本问题作深入的思

考与厘清ꎮ

一、 什么是军校美育的 “美”

美的本质是什么? 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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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是主客观统一的ꎬ 还是客

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 以及美和美感谁具有第一

性? 关于这些问题ꎬ 历来观点看法不一ꎬ 并引起

广泛的争论ꎮ 围绕美是什么引起的争论ꎬ 很多后

来者无暇顾及ꎬ 我们也无意对此作出新的阐释ꎮ
我们在此并不想讨论军事美的本质问题ꎬ 而是希

望思考就军事审美教育而言ꎬ 哪些 “美” 真正应

该、 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ꎬ 并纳入我们审美教育

的视野ꎮ 这个问题关系到军校美育内容的选择与

课程设置ꎬ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ꎮ
总体上看ꎬ 什么是军校美育的 “美”? 当前有

四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大美育的观念ꎮ 大美育的

观念认为ꎬ 所有事物只要具备美的元素ꎬ 具有美

的内涵和品质都是军校美育的 “美”ꎮ 这里美的元

素或品格取的是传统的经典的理解ꎬ 重点在 “美
的形式” 和 “美的意味” 或者 “有意味的形式”ꎮ
因此ꎬ 军校美育的 “美” 非常广泛ꎬ 包括自然美、
科技美、 艺术美、 社会美、 环境美ꎬ 等等ꎮ 二是

艺术教育ꎮ 部分美育工作者认为ꎬ 军校审美教育

还是需要回归经典的审美教育立场ꎬ 抓住最能体

现美育教学特征的艺术美育ꎬ 实现军校美育以美

育人、 使人更美的目的ꎮ 诚然ꎬ 美育的对象和工

具是广泛的ꎬ 凡一切能陶冶情感、 修养身心的对

象都是审美的对象ꎬ 但美育的主要途径是艺术ꎮ
艺术是审美活动的最高领域ꎬ 艺术是情感教育的

利器ꎮ 三是特指军事美ꎮ 就是说ꎬ 既然我们讨论

的是军校美育ꎬ 就应该以 “军事美” 来教育和培

育军人ꎮ 现有的研究对军事美的认识包括两个方

面: 一方面指的是军事领域中那些 “有意味的形

式”ꎬ 比如军事文学、 军事音乐、 军事美术中体现

出的美ꎬ 实际属于军事艺术的范畴ꎻ 另一方面指

的是军事活动中所有有价值的内容和形式ꎬ 比如

对军事思想、 军事建筑、 军队武器装备的审美观

照等ꎬ 如航空母舰的美、 隐形飞机的美、 万里长

城的美ꎬ 以及指挥艺术的美等ꎬ 主要是一种军事

社会美ꎬ 重点在于对军事活动意义的认同与追求ꎮ
四是学科美育的美ꎮ 学科美育认为ꎬ 任何教育内

容中都蕴含着美的因素ꎬ 也就是从理性中抽出感

性的因素ꎮ 因此ꎬ 所有的教育都是可审美化的ꎬ
比如数学中蕴含着美的形式ꎬ 物理学中蕴含着美

的规律ꎬ 等等ꎮ
那么ꎬ 军校审美教育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

美的观念呢? 笔者认为ꎬ 在当前教学资源紧张、
课时分配严重不足、 工具理性对人文教育形成压

力、 军校美育整体上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和水平的

背景下ꎬ 对军校美育 “美” 的认识不能过宽、 过

虚ꎮ 过宽过高的要求不但不可能占有更多的美育

教学阵地ꎬ 还可能导致既有教学地位的不保ꎮ 因

此ꎬ 对军校美育 “美” 的理解ꎬ 不宜采取绝对大

美育的观念ꎮ 大美育的观念是军校美育的理想化

状态ꎬ 但基于职业教育为主体的军事教育背景ꎬ
不可能获取较多的教学资源开设以大美育观念为

基础的内容与课程ꎬ 而应是整合军事美育、 艺术

美育和学科美育在内的有限大美育观念ꎮ 一是以

艺术教育为核心ꎮ 艺术教育在军人的品德、 情操

和个性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ꎮ 梁启超说: “情感教

育最大的利器ꎬ 就是艺术ꎮ 音乐、 美术、 文学这

三件法宝ꎬ 把 ‘ 情 感 秘 密 ’ 的 钥 匙 都 掌 握 住

了ꎮ” [１] 艺术美作为最集中、 最概括、 最高的美ꎬ
能够使人从理性上升到感性ꎬ 使军人的生活从刚

性上升到充满诗意ꎬ 而不是从感性回到理性ꎬ 从

想象、 顿悟、 灵感、 直觉回到分析、 抽象、 概念

和逻辑的道路上去ꎮ 因此ꎬ 要确立以艺术教育ꎬ
包括军事艺术为核心的美育内容与课程ꎬ 以此提

高军校美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二是突出军

事价值美的教育ꎮ 军事价值美观念认为ꎬ 有价值

即意味着 “美”ꎬ “美” 在价值ꎮ 军事价值美是军

人美、 军事活动美的集中体现ꎬ 是军事美育的灵

魂ꎮ 一方面包括军事活动中那些最典范的军事技

巧、 军事文化、 军事智慧、 军事思维蕴含的美ꎻ
但更重要的是军人个体身上和军事活动中彰显的

崇高、 悲壮等价值力量和精神力量ꎮ 军事美的价

值就在崇高ꎬ 在悲壮ꎬ 在忠诚ꎬ 在奋斗、 奉献和

流血牺牲ꎮ 军校美育需要能够照亮军人审美理想ꎬ
培养军人审美情操ꎬ 塑造军人审美形象ꎬ 提高军

人人生境界的美ꎮ 这种美ꎬ 不仅仅是形式的ꎬ 也

不仅仅是观念的、 价值的ꎬ 它是一种审美教育的

意识形态ꎮ 三是结合学科教育的审美教育ꎮ 这是

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和使命ꎮ 学科知识和技术中

有无美的价值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ꎮ 但学科审

美教育的贫乏是显然的ꎮ 学科美育就是要解决军

事教育中有 “美” 无 “育” 的问题ꎮ 教育不但要

传承学科、 专业知识和技术ꎬ 同时要进行价值引

领ꎬ 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融通ꎮ

二、 什么是军校美育的 “育”

按蔡元培的说法ꎬ 美育既 “美感之教育” [２]ꎮ

１３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总第 ２０５ 期)

这样看来ꎬ 美育的 “育” 很大程度上是 “教育”
的意思ꎮ 不过ꎬ 美育的 “育” 显然和一般的 “教
育” 有所区别ꎮ 怎样理解美育的 “教育” 内涵ꎬ
实际上是军校美育哲学要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ꎮ

钱穆在 «中国学术通义» 中把中国学问传统

分为三大系统[３]: 第一是 “人统”ꎬ “学贵志仁”ꎮ
第二是 “事统”ꎬ 学会做事ꎬ 学以致用ꎮ 第三是

“学统”ꎬ 专心治学ꎬ “为学问而学问”ꎮ 无论 “人
统” “事统” 和 “学统”ꎬ 都内在地蕴含着从观念

到课程乃至方法模式的一系列内容ꎮ 不容回避的

是ꎬ 由于战争实践的牵引和技术理性至上观念的

影响ꎬ 中国的军事教育主要受到 “学统” 和 “事
统” 的双重影响ꎬ 偏重对知识和能力的关注ꎬ 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教育最本质的 “育人” 功能ꎬ 这

正是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首要任

务的根本原因ꎬ 希望以此重塑和加强我军教育的

意识形态属性ꎮ 从中国军事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ꎬ
近 ３０ 年来ꎬ “学” 的传统长期占据院校教育的中

心地位ꎬ 形成了以课堂、 教材和教师为中心ꎬ 以

知识本位为出发点的院校教育哲学ꎮ “事” 的传统

则产生自晚近时代ꎬ 受西方现代军事教育观念、
主体性哲学思潮、 社会交往理论以及现代心理学

关于需求和动机等研究的影响ꎬ 军校教学活动双

方的角色得到重新审视ꎬ 由此发现了学习者的地

位并实现了教学活动中的权力分配ꎬ 院校教学的

主体实现了从单主体到双主体和主体间性的转移ꎮ
“事” 的传统是一个以能力本位为出发点ꎬ 以交互

式、 自主学习为中心ꎬ 学员主动地构建知识意义

的过程ꎮ
军校美育作为人文教育和精神科学ꎬ 是对军

校 “学统” 与 “事统” 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的补

充、 反驳与修正ꎮ 首先ꎬ 军校美育不是一种简单

的知识教育ꎬ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能力教育ꎮ 军

校美育的根本在于育人ꎬ 立德树人ꎮ 军校美育要

遵循的是 “育人” 的价值传统ꎮ 客观上讲ꎬ 军校

美育离不开教与学的传统ꎬ 离不开知识论意义上

的教育ꎬ 离不开军事美育美学知识的传输与接收ꎮ
教而育之ꎬ 有教而育ꎮ 没有基本概念、 原理等知

识的掌握和理解ꎬ 认识和观念的形成无从谈起ꎮ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ꎬ 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ꎬ
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ꎮ 或者如鲁迅所说: “教育是

要立人ꎮ” 军校美育要带给军人的是别样的人生

观、 价值观ꎬ 一种金戈铁马血性与诗意并存的生

活ꎬ 一种看不见的美的崇高的人生境界ꎮ 其次、

军校美育带给我们的也不是一般认识论上的教育ꎮ
军校美育的出发点、 纽结点、 归宿点是人ꎮ 军校

美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军人的人生的ꎬ 是要培育自

信、 自由、 全面、 协调发展的、 合乎军队建设需

求的军人个体ꎮ 军校美育要实现的是对军人的祛

魅与启蒙功能ꎮ 第三、 从教育模式与方法上讲ꎬ
军校美育所带给我们的知识和观念主要不是方法

论意义上的ꎬ 而是体验和直觉上的ꎮ 军事美育开

启我们心智、 参与心理机制与行为方式的指导方

式不是 “教育” 而是 “培育”ꎮ 军校美育是一种环

境熏陶、 自我修养ꎬ 是由内至外的潜移默化ꎬ 而

不是赤裸裸的实践活动ꎮ 具体来说ꎬ 军校美育的

“育” 包括四个层面的内涵: (１) 军校美育是一种

军人形象教育ꎬ 要综合运用自然美、 社会美、 艺

术美形象ꎬ 提高军人对自身感性形象的认知与塑

造ꎬ 提高军队形象的影响力、 感召力和凝聚力ꎮ
要运用形象化的手段来对军人进行审美教育ꎬ 始

终保持感性的生动性和直接性ꎮ 要在美育过程中

有意识地、 合理地运用诸如演讲、 表演、 音频、
视频等形象化的培育方法ꎬ 实现军人感性形象与

理性形象、 物质形象与精神形象的统一ꎮ (２) 军

校美育是一种情感教育ꎮ 要通过自然美育ꎬ 让军

人个体在自然美育中感受祖国河山的壮阔美丽ꎬ
培养热爱祖国人民的美好情感ꎮ 要在艺术教育中

体味艺术作品的崇高情感ꎬ 培养忠诚、 爱国、 奉

献、 责任与使命的精神ꎮ 要在参观祖国建设成就

展、 革命历史纪念馆和参加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

中体会催人奋进的社会美ꎮ 要突出军营文化的美

育功能ꎬ 克服军人情感危机ꎬ 调适军人情绪心理ꎬ
培育积极、 向上、 高尚的道德情操ꎮ (３) 军校美

育是一种人格教育ꎮ 要以形象化、 情感化和艺术

化的方式ꎬ 而不是行政命令和道德说教的理性培

育方式ꎬ 调适军人人格中感性和理性的冲突ꎬ 促

进个人生存发展各能力素质和心理功能的协调平

衡ꎬ 克服彼此对立或顾此失彼的片面发展ꎬ 培育

健全的理想的军人人格ꎮ 要通过美育解放和提升

军人的感性ꎬ 把军人的感性从过分强调理性、 忽

视感性发展的状态下解放出来ꎬ 让军人个体在直

觉、 想象、 感受的途径中获得自由ꎬ 矫正人格分

裂和心理障碍ꎬ 实现从 “理性的人” 向 “感性的

人” 的提升ꎬ 成为有志气、 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

人ꎮ (４) 军校美育是一种生命教育ꎮ 生命教育帮

助军人个体热爱生命ꎬ 感悟生命的可贵ꎬ 领悟和

平的真谛ꎬ 正确认知生命的价值与意义ꎬ 珍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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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分分秒秒ꎬ 走好军旅人生的每一步ꎮ 生命教

育有助于实现全社会对军人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尊

重ꎬ 要以美育的方式提高军人的生命质量ꎬ 实现

军人生命的价值ꎮ 要加强自然美育ꎮ 自然美是一

种生命的美ꎮ 自然界的万物具有强烈的生命特征

和生命气息ꎮ 自然的美、 自然的生命意识与人的

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形成了异质同构关系ꎬ 有助

于提高人的生命情怀和生命意识ꎮ 要加强艺术美

育ꎮ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生命意识和生命体验的集

中表现ꎬ 是艺术家生命意识和生命体验的结晶ꎮ
要加强社会美育ꎮ 社会美也体现生命的美ꎮ 社会

美由人的生命创造ꎬ 离开人的活动和人的生命ꎬ
就没有社会美的存在ꎮ 可以说ꎬ 社会美深深地打

上了人类生命的痕迹ꎮ
总之ꎬ 军校美育作为形象教育、 情感教育、

人格和生命教育ꎬ 不能离开军人的军旅人生ꎬ 不

能离开军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ꎮ 军校美育的全部

内容和价值ꎬ 最后归结起来ꎬ 就是引导军人去追

求一种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ꎬ
也就是引导军人努力去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ꎮ

三、 “美” 和 “育” 的转化方式

军校美育要实现塑造现代军人良好形象、 培

育现代军人人格情操、 提高现代军人生活质量的

目的ꎬ 必须经由一系列复杂的活动环节、 内在机

制和过程ꎬ 这就涉及到美和育的转化方式ꎮ 讨论

“美” 和 “育” 的转化方式ꎬ 实际是对军校美育活

动作一动态复杂而不是静态单一的考察ꎮ
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观点认为ꎬ 教育作为

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ꎬ 是一种特殊的高级的精神

活动ꎮ 教育既不纯粹以观念形态存在ꎬ 也不纯粹

以物质形态存在ꎬ 教育以活动的方式存在ꎮ 军校

美育作为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形式ꎬ
当然也是一种活动ꎮ 军校美育作为活动是由多种

结构要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ꎮ 按艾布拉姆斯的

观点ꎬ 军校美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包括 “世界” “审
美者” “教育者” 和 “接受者”ꎮ 这个 “世界” 既

是独立于 “审美者” 的自然世界ꎬ 又包括 “审美

者” 内心的生活世界ꎬ 是一切美的自然或社会生

活ꎮ “审美者” 是审美活动的行动者ꎮ 审美者根据

自身既有的知识经验、 审美图式和审美期待ꎬ 对

世界展开审美观照和体悟ꎬ 从中收获新的审美经

验并满足于自身的本质力量ꎮ 教育者是具有一定

审美知识、 审美经验和审美方法的美感传输者ꎬ
在美育活动中具有选择、 引导和引领作用ꎮ 接受

者则是美育活动的最终受益者、 实现者ꎬ 接受者

对美 具 有 选 择、 接 受、 同 化、 共 鸣 和 反 馈 等

作用ꎮ
军校美育活动各结构要素不是彼此孤立或静

止地存在的ꎬ 而是相互依存、 相互渗透、 相互作

用的ꎬ 主要包括审美和教育两大活动过程ꎬ 涉及

到一系列审美、 理解、 转化、 传输、 接受和内化

的动态环节ꎬ 相互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ꎮ 在

军校美育活动中ꎬ “美” 和 “育” 的转化方式ꎬ 实

质是审美活动向教育活动的转化ꎮ 主要包括以下

四个过程:
一是美向审美者的转化ꎮ 美向审美者的转化ꎬ

必须经由审美的活动ꎮ 美是审美活动运行的基础ꎮ
对审美主体来讲ꎬ 它不但是客观外在的表现形式ꎬ
也是客观事物与主体本质力量相互作用的对象ꎬ
是能够被发现、 照亮、 创造的 “审美世界”ꎮ “审
美” 是这个过程得以运转的起点ꎮ 审美是以审美

意象为对象的主体人生体验ꎮ 这种体验既包含审

美主体对审美意象的主动选择、 创造生成ꎬ 也包

括二者间的沟通和理解ꎮ 通过审美活动ꎬ 美的意

象、 精神和气质融入审美者的主观世界ꎬ 引起审

美者心灵的感动回应和再创造ꎬ 使审美者成为审

美后的审美者ꎬ 美实现了向审美者的转化ꎮ
二是审美者向教育者的转化ꎮ 审美后的审美

者如果只以个体的方式独立存在ꎬ 活在个人性的

审美空间里ꎬ 实现的将只是 “自育” 的意义ꎮ 军

校美育的立德树人功能ꎬ 不但要实现审美教育者

的 “自育”ꎬ 更重要的是 “它育”ꎬ 培养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 “四有” 革命军人ꎮ 而要

实现 “美育” 的 “它育” 功能ꎬ 必须实现审美者

向教育者的转化ꎮ 审美者要成为一个拥有教育意

识、 观念和方法技巧的审美者ꎬ 只有这样ꎬ 其自

身丰富的审美性才能实现社会教育价值ꎮ
三是教育者向接受者的转化ꎮ 这个过程是以

课堂教学活动为核心的美育美学知识、 美的感受

和体验的实践过程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教育者既是

一个审美的教育者ꎬ 也是一个教育的审美者ꎮ 教

育者的审美经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互活动到达

接受者ꎬ 接受者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审美、 接受活

动ꎬ 使美真正成为自身伟大心灵的回声ꎬ 美成为

育人的美ꎬ 一般的教育活动成为美的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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