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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五育融合”视角下学校美育内涵、价值与路径探究 
 

陈燕红 
 
[摘  要] 新时代“五育融合”是学校教育整体价值的实现，是文化、课程、学科与制度育人的整体

体现。新时代学校美育也应注入新的内涵，即生活性、人文性和创造性，其价值体现在它是德育的基础，
能促进社会和谐。当前学校美育工作的主要途径一是树立跨学科融合理念，构建学校“大美育”格局；二
是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推进美育课程与课程美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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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出，
全面发展素质教育，要坚持“突出德育成效、提升
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
动教育”“五育”并举[1]。可见，坚持“五育并举”
的办学理念，是新时代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原则，
也是落实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人才的
必由之路。虽然“五育并举”之教育理念、造就“完
全人格”之教育目标自民国时期即已创发，但学者
对“五育”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研究与考
索却并未停滞。从学科领域的立场而言，要素主义
流派认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和“教育与社会的
关系”是教育哲学必须面对的两大重大问题[2]，对
前者的追问必然会涉及到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范
畴；从受教育者本身的权益立场而言，人的时间和
精力皆是有限的，如何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把
“适当”的知识传授给“适当”的人，使其“学之
能用、用之所学”，是关心学校教育的研究者、管
理者及教师应当深入思考的重点和难点。 

一、“五育”关系的历史意蕴——从“五育并举”
到“五育融合” 

近代意义上的“五育”理念，最早可追溯到辛
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1912 年 2 月，作为中国民国
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
见》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其“五育并举”的思想，
将“五育”分为“公民道德教育”（德育范畴）、
“实利主义教育”（智育范畴）、“军国民教育”
（体育范畴）、“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
他说，这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3]。
在蔡氏看来，“五育并举”的目的，“在普通教育，
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
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4]，以此来促进人的

身心自由而和谐的发展。 
1912 年 7 月，中华民国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对

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的“五育”教育宗旨提案进行
了讨论，议决将“五育”变为“四育”，即“注重
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
感教育完成其道德”[5]，重要变化是删除了其中的
世界观教育，当时有议员认为是“世界观教育”属
于宗教、哲学范畴，不应加入普通教则内[5]。这可
能不仅是因为民国初创，国内的封建帝制传统思想
依然深厚，一些西学理念尚未被民众接纳；另一方
面，世界观教育理念内容本身较为艰深晦涩，在具
体的教育实践中也难以实施。由于“世界观教育”
被删除，原本作为联结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津梁的
美感教育[3]，其功能和地位也随之变化，成为促进
道德完善的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确定了新的“五育并
举”教育方针，即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
教育。1952 年 3 月，由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暂行
规程”（草案）中就明确提出要实施智育、德育、
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57 年 2 月毛
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中提
出，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都得到
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
指示》中曾提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63
年中共中央印发《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
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正式确立“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
劳动相结合，使劳动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
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
育方针。自此，“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在我国以
后颁定的法规和文件中得以充分体现。 

而在“文革”及“文革”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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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并举”的提法因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复
杂因素的影响而陷入沉寂。2019 年 6 月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
育质量的意见》中又郑重提出“五育并举，全面发
展素质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党和政府为何在此时重提“五育并举”之方
针？吴遵民认为“是对以往几十年来‘重才不重人’
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的深刻反思，也回应了学界对
教育必须回归生命本源的呼声”[6]。但在新时代语
境下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并不只是简单地对“五
育”进行叠加整合，而是更加重视在“五育”的相
互融合贯通下的“并举”，有学者认为“五育融合”
是育人假设、育人理念、育人实践、育人思维、育
人能力的统一[7]。刘登辉认为“五育融合”应该具
有均衡性、平等性、关联性和整体性特征，是文化、
课程、学科与制度育人的整体体现，其目的是实现
学校教育的整体价值[8]。 

二、新时代“五育融合”视角下学校美育之内涵 

何为美育？美育所涵盖的内容极广，狭义概念
上的“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主要指对艺术
欣赏能力的教育,内容多重视技巧的训练和知识的
传授，其目的在于培养懂艺术的人；而广义概念上
的“美育”则可称为“美感教育”，拓展人的美感
视野，提升人的美感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感受美、
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行为美、心理美和心灵
美作为其外在表征，其终极目的则是培养心智健全
具有“完全人格”、全面发展之“通才”。因此，
在我国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新时代语境下，学校美
育也应注入时代的新内涵。 

（一）生活性 
客观世界中美的事物普遍存有，故美育可时时

处处地贯穿于人的生活当中。美育与生活的内在逻
辑关联须以美的普遍性为前提，而美的普遍性又为
学校美育提供了现实基础。如浩瀚星空，人人得以
仰望；庭院明月，人人得以赏观；公园造像、美术
馆雕塑图画，人人得以游览。蔡元培也以为：“我
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
了。”[9] 建基于视觉文化之上的美育，希冀学生能
够通过接受适度的审美教育，可以探讨日常生活中
所熟悉或接触到的各种符号意义，如日常生活中随
处可见的报刊杂志广告、电视网络视频、物理空间
布置、艺术领域以及次文化的作品与思维等，这些
都提醒我们，真实有效的学校美育必须与学生具体
的生活经验联系紧密，引导其自我发现、自我理解
与自我尝试，在与自然和生活的“对话”中主动发
现美，或通过创造美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 

（二）人文性 

审美需要既不属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性需要，
也不属于发展性需要。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
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在其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
人类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处于最低
层次，最高层次的则是自我实现需要，而审美的需
要则归为“基本的认知需要”，因为“在某些人身
上，确有真正的基本的审美需要……他们积极的热
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热望。这种现象几乎
在所有健康儿童身上都有体现” 。[10] 可见，儿童的
审美需要不具有谋生性特征，也不是补充生命活动
本身所需的消耗，而是生命活力的释放需要，是儿
童自由展示人的生命的活动，故应属于人类生命的
一种自我享受。正如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的例
证：“一个小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中，以惊奇的神
色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
作品中他看出自己活动的结果。”[11] 简言之，审美
教育弘扬了人性、高扬了人格，故而人的智慧、理
性、道德、生命都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也最终
形塑自由为完整的人格。 

（三）创造性 
批判孕育创造。无论是以杜卫为代表的的“审

美发展论”流派，还是以姚文芳、肖鹰等人为代表
的“文化批判理论”学派，亦或曾繁仁的“中和美
育论”流派，无一不是建立在对传统美育的批判基
础之上。视觉文化强调个体自我省思，及以多元方
式解读与他人、自然、社会等“他者”的关系，故
学校美育应尊重个体的审美理解力和批判思维力，
使其能够在理解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
“美”作为一种蕴含超越性价值的文化，体现了人
的一种渴望超脱现实的创造精神。美与自由、创造
密不可分，美源自人的自由创造，这就是为何会出
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的原因。
而就美育本质而言,它强调的是诱发和引导人们发
现自我潜力 ,在创造性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而不
是强制和被动性的灌输 ,朱立元认为“审美教育的
本质在于审美自由，审美自由又塑造着人的自
由” 。[12] 为达到学校美育创造性，首要是实现学
校美育的超越性。何谓学校美育的超越性？张海华
认为，它应包含审美和教育的双重性超越，是审美
超越性与教育超越性的融合[13]。王建国则认为它是
个体超越性（人的“美感生成”及自我超越）与社
会超越性（建立社会理想形态）的统一。[14] 需要指
出的是，学校美育的创造性并不可视为美育直接产
生创造力，而是学校通过保护和培育儿童的自由天
性并提升其人文素养，进而最大程度地激活和发展
人的创造力。 

三、新时代“五育融合”视角下学校美育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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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层面上，学校美育是德育的基础 
为何要重视美育？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 

1792-1822）在其著作《为诗辩护》中阐明：“道
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要做一个至善的人，必须
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
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做自己的苦乐。想
象是实现道德上的善的伟大工具……诗以不断使
人感到新鲜乐趣的思想来充实想象，因而扩大想象
的范围。”[15] 他认为道德人格的培养是基于同情心，
同情心又基于想象力，而想象力则可以在诗里面培
养。如果将吟诗作画视为一种美育活动，则美育是
德育的基础。无独有偶，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在《美
育书简》中也指出，审美是人达到精神解放和完美
人性的先决条件，人要通过审美状态才能由单纯的
感性状态达到理性和道德的状态 [16]。可见，他认为
审美可以促进个体道德的发展，也可形塑人的完美
人格。此外，他还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创建一个
“自由王国”：“在力量的可怕王国中以及在法则
的神圣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
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在的显现的愉悦的王国。在
这里它卸下了人身上一切关系的枷锁,并且使他摆
脱了一切不论是物质的强制还是道德的强制。”[16] 由
此可知，席勒认为当个体的美感能力高度发达时，
人们又可摆脱来自社会道德的“绑架”而达到超越
道德的目的。 

（二）社会层面上，学校美育可以促进社会
和谐 

构建新时代语境下的和谐社会,首先要使个体
保持一种人与自身、他人、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
生活状态，这也是生态美育视角下的学校美育的重
要目标。我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关注到美育的社会
政治功能，如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17]。这里的“怨”
“事父”“事君”即指学诗能够懂得封建伦理道德，
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席勒
也主张美感能促进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他认为：
“力量的国度只能通过自然去驯服自然的方式，使
社会成为可能。伦理的国度只能通过使个人的意志
服从公共意志的方式，使社会（在道德上）成为必
要。只有审美的国度才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只有
审美的趣味能够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把和谐建
立在个人心中。”[16] 席勒最早使用“美育”的概念，
他不仅提出以美感鉴赏作为学校美育方法，更重要
的是认为可以通过美育来实现个体的“全人格教
育”，培养他们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健全人格，教导
他们追求精神自由以激发创造活力，而道德教育则
可培育他们理性思考的自律型人格，藉以建立和谐
的社会秩序。 

四、新时代“五育融合”视角下学校美育之实践
路径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学校教育的根本宗旨，培养
创造性人才则是当前学校教育的紧迫任务，而学校
美育则是丰富儿童想象力、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和
培养创新意识的关键途径。2020 年 10 月 15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要不断完善美育课
程和教材体系，加强美育与德育、智育等其他“四
育”的学科融合，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18]。上述指
导意见为我们开展学校美育工作提供了根本思路
和路径指引，笔者认为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加
强学校美育工作的途径。 

（一）树立跨学科融合理念，构建学校“大美
育”格局 

学校美育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不仅是美育
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既要凸显美育工作的特殊
性，也要兼顾德、智、体、劳四育对于美育目标实
现的功能和价值，多学科知识在相互碰撞、耦合、
交融的过程中，学生的科学美、技术美和艺术美也
将得到充分展现，因此学校要立足于“立德树人”
的根本目标统筹布局“大美育”格局。 

1.搭建学校多部门协同联动平台 
当前学校美育工作者数量不足，尤其是中小学

美育专任教师严重短缺，仅靠他们来落实学校美育
工作目标、达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是不现实的，
因而学校其他单位需要统筹联动，既各司其职又密
切协作，形成系统效应、合力效应。 

2.地方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组织保障和
评价监督工作 

学校美育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得到充足的经
费和物质保障、政策和制度保障。地方政府财政需
要加大财力支持学校美育工作，并鼓励和引导社会
资金支持学校美育发展。此外，教育主管部门也需
要完善学校美育法律法规制度，健全学校美育工作
督导评价制度，把美育化成效纳入学校办学评价的
指标体系。 

3.统筹整合社会资源，激活美育工作社会活力 
鼓励社会公共文化艺术场馆和文艺院团可与

学校合作资源共享，共同开设美育课程，学校可定
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美术馆、博物馆、书法馆、艺
术馆的文化艺术遗产，让学生在艺术学习中感悟美
育精神，厘清中华文化脉络，汲取中华文化艺术精
髓。 

（二）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推进美育课程与课
程美育相结合 

课堂教学既是培育学生美育知识观念、提升其 
（下转 84页） 



 

—84— 

2019-10-14[2022-01-16].https://news. xmu. edu. 
cn/info/1002/1732.htm. 

[3]李海燕,李梦凡.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发展型
资助提升路径探究[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
践）,2020（12）:33-35. 

[4]卞学愚,王朱丹,孙立锐.书院体制下“发展
型”资助育人体系的设计及实践[J].教育教学论
坛,2020（43）:213-215. 

[5]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政府门户网站,2018-10-30[2022-11-11]. http:// 
www.moe.gov.cn/srcsite/A05/s7505/201811/t2018
1106_353764.html. 

[6]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EB/OL].共产党员
网,2017-02-27[2022-11-09]. https://news.12371. 
cn/2017/02/27/ARTI1488198142760922.shtml. 

[7]聚焦三大要素 抓实全员育人[EB/OL].中工网, 
2022-04-21[2022-11-09].https://www.workercn. 
cn/c/2022-04-21/6879645.shtml. 

[8]张玉红. 寝室文化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及优
化路径[D].华中师范大学,2019:27. 

基金项目：厦门大学学生工作课题“完善经济困
难学生发展型资助体系研究——“一站式”学生社区
综合管理模式下”（2021XN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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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能力的重要场所，也是学校美育工作的主要渠
道和评价支点。开齐开足美育课是国家课程方案和
标准的刚性要求，选用其他途径或方式来弱化甚至
替代课堂美育工作皆不可取，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
和高中阶段更是如此。课堂是美育课程的实现载
体，但美育课程不应局限于美育课程，而应包含美
育学科、美育话语、美育教材教法等一整套体系。
[19] 推进美育课程改革建设，既要有系统性思维，也
要有创新性思维，我们可以把具有美育特征的课程
按其学科特点分门别类，将体现在各个课程中的美
按照美的实现形式完整呈现出来，列入美育课程范
畴，并按学校教育教学实际将之划归到必修课与选
修课当中，发挥不同课程对美育课程的补充作用，
实现美育课程与课程美育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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