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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论与方法

论教学的审美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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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审美是教学的本质维度之一。无论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还是作

为教育活动的知识侧度，或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劳动，教学在本质上都应包含审美的

维度。究其本质，人在教学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本质上必然会进入对自身发

展的享受和欣赏的境界，这就是教学的审美之维。教学的审美之维包括现象层面和

本质层面，其中现象层面的教学美应当为其本质层面服务。没有学生的发展，任何

花哨的教学美都毫无意义。审美维度的丧失，是教学异化的表征和根本原因。重新

确立人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是重建教学审美之维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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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作为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活

动，其在本质上就内在包含了审美的维度，亦即

任何课程的教学，就其本质属性而言，都应能给

获得了发展的人以审美的愉悦，否则，这种教学

活动就在本质上发生了异化。从马克思主义实践

哲学的理论基础出发，探析和反思教学的审美维

度，对我们深刻、准确和科学地认识包括 “学业

负担”问题在内的当代人类教育诸问题，进而探

讨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教学活动的一个本质维度

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沃·维·克拉耶夫

斯基教授认为：“教育学含义内的教学，就是传

递和掌握社会经验的手段。应当首先把它看作是

人们的一种统一而整体的活动形式。这后一点特

别重要，因为在教育科学中教学的那个受其社会

本性制约的整体性并非总是获得明晰的观

念。”［１］８关于 “教学”，有很多种定义， “人们最

经常的说法是，教学是教师及其指导下的学生的

连贯而相互联系的行动的总和，其目的在于使学

生掌握知识、技能、技巧。这样的定义在一定有

限的意义上是对的……然而教学的本质并不露在

表面上”［１］８，要洞察教学的本质，就 “必须把发

生着的事情展示在一些十分宽广的范畴中，必须

确定教学过程中单个的人们的那些可以看得见的

连贯行动跟整个社会活动及其功能和目的之间的

关系”［１］８， “就是使纳入想象的不单只两个人，

其中一个教，另一个学，而是社会主体，即所有

那些人”［１］９。这种研究教学的思维策略，实际上

也就是在教学与一般实践之间建立理论联系，进

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来对教学活动的本质

进行深入的剖析。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看来，“环境的改变

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

变革的实践”［２］５９。这也就是说，人是在实践

（劳动）过程中不断创造自己的。在这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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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力量的增强与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亦即

改造世界和创造自我的过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

方面。与此同时，“审美感是在劳动，即必然要

产生美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出现的”［３］１２３。因

此，包括教学活动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作为人

发展自身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其本质上都必

然包含着审美的维度。人在教育活动中获得某种

发展，本质上应当且必然达成 “对自身所获得的

发展的享受和欣赏的境界”，这种审美体验 “又

激励人更进一步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身”。［４］４９５０

幼儿刚学会走路，都乐于体验行走的快乐；学生

学会了某种新知识和新本领，也本应在自身的新

发展中体验到喜悦。因此，教学作为一种典型的

教育活动，本质上应当包含审美的维度。

审美维度作为教学的本质构成之一维，其具

体表现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其一，作为一种特殊教育活动的完整教学活

动，在本质上应当内在地包含审美的维度。

在一般的层次上，教学的审美之维与教育的

审美侧度，乃至实践的审美方面，都是统一的。

人不只是在教学中才能获得发展，而是在整个社

会生产生活的实践中都在不断发展着自身，因而

教育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之中。人的全

面发展在本质上不仅表现于理性的方面，也表现

于感性的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全面发展中，“那

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

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

出来”［５］８４，因此，审美是教育活动本质构成的

侧度之一。教学作为一种教育现象，尽管有其特

殊性，但在一般的本质属性上仍然会展现出人在

提升自身本质力量的活动中所应有的审美之维。

人的本质力量，直接表现为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能力，这正是教学活动试图提升的。在教学

过程每一个阶段的结束，教学活动达成了一定的

目标，包括师生在内的教学活动主体获得相应的

发展，并享受和欣赏自身获得的新发展，教学的

审美之维也就在这种 “人的享受的感觉”［５］８４中

得到了本质的展现。

其二，作为教育活动之知识侧度的单纯知识

教学，在本质上也应当内在地包含审美的维度。

就其一般层次的特殊方面而言，教学作为一

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往往更加注重知识等间接经

验的传授，注重认识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然而，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过程是辩证统一的，从而 “在人类认识发展史

上第一次自觉地立足于实践去理解认识”［６］３２６。

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

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７］就参与教学活

动的个体的人而言，教学主要是以所谓 “间接经

验”来提升人的本质力量；但从教学在总体上作

为人类发展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而言，则与其他

实践活动一样，都是人在认识和改造环境的过程

中发展自身的活动的一部分。这两方面的关系，

实质上也就是 “教学”与 “教育”（所谓 “广义”

的教育）之间的逻辑关系。任何完整的教育活动

在本质上都应当包含生命、知识、道德和审美四

个侧度［４］４６５０，作为教育活动之知识侧度的单纯

知识教学只能存在于抽象的理论中。一旦作为一

种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教学必定是自身就包含

了这四个侧度的、独立而完整的一种教育活动。

即便在这单纯的知识侧度上，教育活动的本质属

性依然蕴含其中，并且一旦它成为现实的活动，

其作为教育活动的四个侧度就必然要表现出来。

其三，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劳动，教学也在本

质上应当包含审美的维度。

在具体的层次上，教学作为现实社会生活中

教师和学生的一种劳动，也在本质上包含审美的

维度。将教师的教学工作理解为一种劳动，这并

非只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教育学界一

个比较广泛的共识。德国美因茨大学弗里德里

希·Ｗ．克罗恩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Ｋｒｏｎ）教授将２０

世纪一直处于教育改革之中的教学论学者称作

“改革教育家”，并认为这些改革教育家有一个一

致的观点，即 “可以把教与学的新形式理解为一

种劳动过程”［８］。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或实践的

理论，为我们从本质上认识和理解教学这种劳动

过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教师的劳动虽然

有其特殊性，但 “教学劳动也是社会总劳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９］２５２，“从本质上说，教学美就是教

学劳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映射。这是教学美同其

他社会实践美在本质上的共性”［９］６。教学过程中

还包含学生的劳动，“学习是一种脑力劳动，有

其特殊性。然而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劳动的共

同本质”［３］３３１，因此，学习这种劳动在本质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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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含审美的维度。

教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同样表现出人类实

践活动在其本质上的丰富性。教学的审美之维，

在本质上也是其丰富性的表征之一。实践活动本

身就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感性和理性的统

一、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个人和社会的统一、现

实和理想的统一，因而是十分丰富的，而不会是

某种抽象的单向度的东西。教学实践虽然有其特

殊性，但仍然具有实践活动本质上的丰富性。那

种把教学简单理解为单纯的知识传授过程的观

点，没有抓住教学的本质，是对教学的一种片面

的认识。从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本质上来把握教

学，就应不仅看到其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还要看到其丰富性，包括看到其内在地包含的审

美之维。

二、本质层面的教学之美

关于教学美的认识，可以分作现象层面和本

质层面两大方面。我国教育学界关于教学美的研

究成果，大多集中于现象层面，而对其本质层面

的开掘则相对较弱。这种教育学术研究上的偏

颇，在教育实践中引起的效应之一，便是美育的

形式化和狭隘化，以及教学审美之维的丧失，亦

即教学的异化。

教学美的现象层面，即教学美的外在表现形

态，主要表现为教学过程中各种客观的审美属

性，李如密称为 “教学美的存在形态”，并将其

分为要素美、过程美、形式美和风格美等［１０］。

教师的教学语言、服饰和举止，板书和教学演

示，教学环节的设计和安排，教师在教学过程诸

方面表现出的个性特点等，的确都可以在教学过

程中表现得赏心悦目，受到学生欢迎，并在不同

程度上提升教学的效果。现象层面的教学美，是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关注和重视相对比较多的。

教学美的本质层面，即人对自身在教学过程

中所获得新发展的享受和欣赏，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审美愉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认为，“美是

主体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和表现，是主体实

现了的本质力量”［６］２４７。人通过实践，在改造外

部世界的同时发展自身，进而进入对自身本质力

量的实现的享受和欣赏，这是包括教学美在内的

一切美的本质。钟以俊等人在 《教学美学导论》

一书中提出，教学美是属于社会美的次级美的形

态，“因为教学究其本质来看，是人类社会生活

和实践的一部分”［１１］。这种关于教学美与社会美

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阐述，是以在其本质层面上

对教学美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从抽象还原为具

体，教学美在其本质层面上，具体表现为教学活

动中的人 （包括师生）在达成某种教学目标、获

得某种新的发展之后，欣赏和享受自身发展时所

体验到的审美愉悦。

就其本质而言，在每个相对完整教学过程的

终点，学生都应当能够体验到对自身发展的欣赏

和享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

主体，在逻辑上又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也就是

说，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必须能自由地展现人的自

主性、主观性和自为性等基本规定性［６］３７１，即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是自觉能动的思考者，是自身

发展目的的自觉追寻者，是自主的自我创造者。

也就是说，教学活动中的学生是处在 “我要学”

而非 “要我学”的状态。因此，拥有审美之维的

教学，首先注重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

学生主动地追求实现自身发展的目标。在这里，

学生的主动性和发展成果是其体验教学美的必要

条件。失去主动性，发展成果就可能变成压迫学

生的 “学业负担”；没有获得新的发展成果，主

动的追求也难有审美的愉悦体验。学习过程常常

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品尝到自身发展的成果则

会给人带来收获的喜悦。教学要带给学生审美的

愉悦，仅仅让学生在教学中成为劳动者是不够

的，还 “必须使学生觉察到自己劳动的成果。只

有从这个原理出发才能使学生感到脑力劳动的意

义和美，才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 ‘兴趣’”［３］３３２，

激励学生不断按照美的规律去塑造自身。

在本质层面上，教学的审美之维还会表现为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与

教师自身的发展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教师在

教学这种特殊劳动中所获得的劳动成果，主要表

现在学生的新发展和教师的新发展两个方面，其

中学生的新发展是教师新发展的对象化表现。因

此，在本质层面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审美体

验主要表现为对自身新获得的教学能力提高的享

受和欣赏，以及对作为自己教学能力提高的对象

性表现形式的学生所获新发展的享受和欣赏。也

·９８·



就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本质层面的审

美体验，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审美体验，是辩

证统一的。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哲

学看来，教学实际上是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集群

主体的共同的实践，恰似二人作为一个劳动集体

一起搬同一个桌子，二者本来就是统一的。就具

体实践而言，教师要在本质层面上获得教学的审

美体验，必须教学得法，使学生获得发展。“如

果教学法是从孩子认知的年龄特点出发，目的在

于满足他们的认知需求，而教师又努力勉励学

生，振奋学生的精神，帮助他体验发现的快乐，

感受自己的长处，享受认知的才能带来的快感，

那么，教学过程也就获得了审美性质。”［１２］１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会进

一步激励教师按照美的规律去从事创造性的教学

工作，这是教师克服职业倦怠的根本途径。要使

教师在教学中能够体验到本质层面的教学审美，

就必须首先确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自由、能动的

主体地位，使教师处在 “我要教”而非 “要我

教”的状态，进而引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学

习提高，不断追寻 “我要教好”，并且在不断教

得更好的过程中欣赏和享受自身作为教师的发展

成果。这种本质层面上的教学审美体验，同样也

会激励教师进一步按照美的规律来发展自身。相

反，如果教学异化为一种简单的谋生手段，蜕变

为在监工们居高临下的监视下被迫从事的劳动，

甚至意味着教师自身的尊严受到损害，那么，教

师的职业倦怠就会成为必然，教学的审美之维也

难以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得以实现。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获得这种本质层面的审美

体验，也是教学获得其崇高性的必要条件。这种

崇高，并非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是以神性为基础

的———尽管历史上曾经依附于神性，现在和将来

在某些情况下仍将依附于神性———作为人在改造

环境的同时发展自身的 “变革的实践”［２］５９所创

造的崇高，它的基础是人性，是人作为实践主体

的本质力量。正如席勒所言：“只有更具有人性

的名字才是最自由和崇高的存在。”［１３］９１这种由教

师在自身的教学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崇高感，使教

师对教学产生敬畏感和荣誉感，因而也是良善师

德的根本基础。

我们应当认识到，正如在文艺领域的形式美

必须服务于内容美一样，在教育领域，现象层面

的教学审美之维也必须为其本质层面服务。若无

学生的发展，则教学过程中的一切审美体验都会

因而丧失实质的意义。一个教学过程被打扮得再

花哨，再吸引人，如果学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真

正的发展，那么那些表面上的花哨就是没有价值

的。由于对本质层面上教学美的认识不足，我们

在实践中经常看到种种热衷于表面文章的 “包

装”教学，也常常仅以各种表面文章为标准来评

价教师的教学工作。这种错误的倾向在我们的教

师培养和教师发展工作中已经相当普遍，以至于

我们的学校教学越来越花哨，教学效果却越来越

不尽如人意，有时候这种片面追求表面花哨的教

学要求，已经成为教师和学生的负担，甚至还有

一些按照这种标准培养出来的 “教学名师”在课

堂教学中频频出现各种常识性的错误。这样的教

学，即便能在现象层面上给学生某种虚幻的愉

悦，也不能说是真正实现了教学的审美之维。

在现象层面和本质层面，教学的审美之维都

发挥着美育的功能。蔡元培曾说，“凡是学校所

有的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１４］２１３，“舞蹈、

唱歌、手工，都是美育的专课。就是教他计算、

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他们的美感，

不可用枯燥的算法与语法”［１４］２１２。教学的审美之

维，不仅在形式和细节上给教学过程中的人以美

的熏陶，而且作为其活动的结果，也应使人能够

体验到由欣赏和享受自身发展而带来的审美愉

悦。这种包含审美之维的教学，一定是完整的、

丰富的，绝非拘囿于一般常识和理智知识的灌

输，而是应当涵盖了人在智慧和精神层次的生长

发展。［１５］只有这种实现了从常识、知识向智慧和

精神升华的教学，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教学，

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 “真、善、美是主

客体的全面统一”［６］２５１的基本原理。

由于没有在本质层次上形成对教学审美之维

的深刻认识，我们在知识方面对美育的认识也常

常是片面的和错误的。美育过程中包含着与理智

知识不同的情感知识 （ｋｎｏｗｉｎｇｉｎｆｅｅｌｉｎｇ），后

者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由于未能从本质上把

握教学过程的审美之维，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美育

片面的理解，我们大多采用纯粹理智知识的教学

方式来进行审美教育。譬如：在所谓美育课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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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学生记住某首乐曲、某幅油画的背景知识，然

后通过关于这些知识的考试来评价学生的鉴赏能

力发展水平。在这样的美育课上，学生获得的只

有僵死的知识，却难以体验到真正的审美愉悦。

然而，“正确的审美判断，与艺术作品的知识相

反，取决于情感方面的知识”［１６］。因此，这样的

美育教学本身就已经丧失了审美之维。于是，本

应给人愉悦的美育，早已不再是美育本身，而是

荒诞地异化成为所谓 “学业负担”了。

丧失审美之维的教学，已经为现代社会培养

了众多 “有知识没文化”的人，甚至是 “既没知

识又没文化”而只是徒有学历标签的人。这样的

教学，显然并没有实现教学在本质上应有的价

值。我们可以说，教学的审美之维是教学价值得

以实现的主要标志，而审美之维的丧失，正是教

学发生异化的重要表征。

三、丧失审美维度与教学的异化

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很多实际问题，都是与教

学的异化有着内在因果联系的。教学发生异化的

直接原因和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教学的审美维度

的丧失。教学审美维度丧失在理论上的原因之

一，便是局限于知识教学而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来理解教学概念。将教学与人类其他社会实践联

系起来，从整体上全面地对教学活动进行本质的

审视，我们更容易在反思性批判中发现教学过程

的异化及其实质。

按照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解释，“异

化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这一概念，标明一种独特的心

理或社会病态，即某人 （或物）卷入了自身与实

际上和自身同属一体的其他方面之间的有问题的

分裂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１７］。鉴于这一

概念的复杂性，美国纽约大学贝特尔·奥尔曼

（ＢｅｒｔｅｌｌＯｌｌｍａｎ）教授认为， “异化只能被理解

为非异化状态的缺失，每一种状态都是另一种状

态的参照点”［１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非

异化状态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状态，而人的

异化状态也是人的片面发展的状态，即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缺失。所谓教学的异化，也就是教学

活动与其本质特性的分裂，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指

教学从一种本质上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

蜕变成一种压迫和摧残人并且强迫人片面发展的

活动。

教学作为人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其异化过程

与一般劳动过程的异化虽有细节上的差异，但在

本质上是相同的。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这样描述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使劳动

对工人来说成了一种 “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

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

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

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５］５０。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由于 “异化劳动把自主活

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

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５］５４。劳动本来是

人体现自身本质力量，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发

展自身的一种活动；异化却使劳动蜕变成一种不

属于劳动者自身的活动，一种可以用来交换的商

品，一种维持人肉体生存的手段。教学的异化，

也是教学从人在共同的实践过程中发展自身的活

动，蜕变成一种外部强加给人的东西，成为人为

了生存不得不从事的一种活动。在异化的教学

中，人丧失了主体地位，不再是自主地、能动地

发展自身，而是被迫从事一定的活动以达到某种

发展指标。在异化的教学过程中，人 （包括师

生）得到的不再是自由、全面的发展，而是摧

残，感受到的不再是幸福，而是不幸。

正如前文论述的那样，教学，作为人发展自

身的一种实践活动，在其本质意义上，应能使人

在享受和欣赏自身的发展中体验到审美的愉悦。

人的教育原本就是融于劳动过程之中的，专门的

教学活动虽然后来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但其在总

体上仍然属于人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无论是在

创造物质产品的过程中发展自身，还是通过特殊

的实践活动掌握人类的经验以发展自身，最终都

是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在本质上都 “体现了

人作为社会人的本质，见出了人的 ‘本质力量’，

因而感到喜悦和快慰”［１９］。然而，由于达成人的

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尚不具备，教

学也和其他劳动过程一样只是人的一种谋生手

段，人通过教学只是将人培养成某种有用的工

具，而不再是人自主的、能动的自我发展。在这

里，教学已经背离了自身本质，并且在这种异化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审美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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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的异化过程中，正如劳动异化为商品

一样，知识和知识学习也发生了异化，“成了人

们用以交换他所要占有物品的商品，人们不再为

了认识而去学习，而是为了分数、学历、文凭、

证书……这一切 ‘知识的代码’而学习”，“知识

学习的本意荡然无存，学习意义的异化到达极

致”。［２０］在这种异化了的教学中，学生不再是教

学实践自主而能动的主体，相反成了被强制改造

的对象。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目的，也从追求自

身自由全面的发展蜕变成了谋生必须达到某种的

标准。学习，终止于此种标准的达成。一旦达成

某种谋生标准，学生便不再会继续学习。学生在

教学中对自身所获发展的享受和欣赏，也被这种

外在强加的标准扭曲或屏蔽了。

教师在异化了的教学中同样也丧失了主体地

位。虽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表面上似乎仍然占据

着有支配权力的地位，但实际上教学已不再是他

们自由、主动的主体活动，而是和异化劳动中的

工人一样，教学已不过是他们为了谋生而被迫不

得不从事的一种活动。这种教学异化的过程，由

他们的活动延伸至学生，延伸至师生关系。“他

们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大纲和课时计划上，充满

了对成绩百分比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

是施加教学影响的 ‘客体’。孩子被排除在作为

一个兴致盎然的当事者的认识过程之外，教学变

成了照本宣科的枯燥说教。”［１２］１８在教学异化达到

极致的情形下，即便是最低级的 “人在脱离动物

界以前所获得的一种类似教育的本能”［４］６４，也

往往被抑制或扭曲了。在这种异化了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也难以体验到审美的愉悦。作为为了谋

生而被迫从事活动的结果，学生的发展和教师自

身的发展，都难以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就是

说，在教学的异化过程中，审美之维的丧失，对

师生来说是一样的。

教学审美之维的缺失，还常常表现为将诸如

“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核心素养”等外在的

教学设计简单地强加给人，而不是将其转化为人

对自身发展的自主的、能动的追求，转化为人对

自身的发现和创造。这些外在的教学设计，理论

上看上去很美，但落实到实践中，却往往蜕变成

各种 “学业负担”，很难给人什么审美的愉悦。

这是因为，“美是自由的形式”①，当人失去了自

由，“当美的各种因素被强行结合起来，美也就

失去了它的本质”［１３］３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

论述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时，经常强调 “自

由发展”的重要性。在论述人类理想社会时，马

克思写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２１］这是因为，自由发展

是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内核。丧失了自由

发展这个前提条件，看上去再全面、再完整、再

科学的教学设计，也不可能促成人的全面发展。

对人强行实施这种教学设计，只能产生给人带来

痛苦和扭曲的异化的教学，而不可能给人以享受

和欣赏自身发展的审美愉悦。

要重建教学的审美之维，首先就要在教学过

程中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努力保障人在教学

活动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要保障人的这种自主

性和能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第一要务，就

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主动地学习，

而不是扮演学习活动的监工。我们应当认识到，

并且时刻牢记，教学最重要的成果，应当是学生

在对自身发展的享受和欣赏中获得的审美愉悦，

而不是外在的考试分数和学位证书。学生在教学

过程中获得的审美愉悦，会进一步激励学生继续

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自我创造。在教学实践过程

中，我们应当时刻注意，教学在其现象层面展现

出来的形式美，应当服务于教学促进人自由全面

发展的本质层面之美。只有教学审美之维在本质

层面上得以实现，现象层面的教学美才能被赋予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一切外在的教学设

计，必须转化为学生自主的、能动的追求，才能

实现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 “不仅通过思维，而且

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５］８３，人的

发展在本质上应当是自由而全面的，这是人的本

质属性所决定的。完整教学活动的丰富性，是对

人的发展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的重要支持。实现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我们为之创造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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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根据李泽厚先生１９６２年在其 《美学三题议》中所提美学理论概括出的命题，参见李泽厚著 《美学论集》一书，上海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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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条件。创造这种历史条件的过程，也就是我

们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不断追求过程。努力

重建和保持教学的审美之维，也是这种理想追求

的一种途径和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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