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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艺术教育是高校培育学生健全人格和健康心态的重要途径，也是引领学生

思想方向和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回归教育本质和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加快和推

进公共艺术教育建设发展，不仅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培育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我们应从科学理论支撑以及显性、隐性课程体系建设视角出发，探

究发挥公共艺术教育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独特作用的路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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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内涵丰富，既有不同教育阶段的高低层

次之分，也有专业教育与非专业教育的目标定位之

分。本文所研究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指面向高校

全体学生开展的以艺术为媒介，以提高学生思想品

质、道德修养、文化素质、健康心态、创新意识为重点，

旨在培养自由全面发展个体的系统有序实践活动。
对于高校而言，公共艺术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艺术

知识和艺术技能的普及培训，其本质在于通过艺术教

育的内容与手段，将丰富审美体验、培育健康心态、修
炼高雅情操、激发创造思维等目的综合于其中，最终

实现对全体学生的思想价值塑造。换言之，公共艺术

教育不是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教育，而是通过对精

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内涵阐释，围绕培育健全人格和

至臻人性的目标，引导学生追求具有更高价值和更深

意义人生的教育。
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叶朗认为，重视用具有丰

富人文内涵和人文色彩的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大学，

才能培育出更加富有活力、创造力和进取精神，具有

开阔胸襟眼界、深刻人生体验、健康人格与高远境界

的学生［1］12 － 16。进入新时代，面对民族千年求索、百年

奋斗的目标，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对卓越人

才的渴求，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和强烈。公

共艺术教育作为一种能够兼顾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

养、健康意志品质和创新创造意识的教育活动，推动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既是一流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需

要，也与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紧密契合。本文将

全面剖析公共艺术教育之于高等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并探究新时代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载体支撑及建设

路径，为公共艺术教育助力高校立德树人提供有力理

论支撑。

一、公共艺术教育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价值与意义

( 一) 公共艺术教育承载着高校回归教育本质的

重要使命

教育的本质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从中国古代学堂

“礼、乐、射、御、书、数”的科目设定，到西方传统的古

典主义教育“培育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生活

习惯的绅士”的目标定位，不难看出，教育的出现源

自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的需要。马克思主义

教育思想始终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张，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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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也是马克思毕生的执着追求。而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反映的正是教育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终极目标

的。与马克思的理念与主张相仿，赫钦斯、雅斯贝尔

斯等教育家也分别提出过“促进至善完人形成”和

“教育的目标是使人成为完整的存在”的观点。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时代，区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

展越来越倚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政

府是高校的举办者、资助者、推动者，因此政府高等教

育的政策对高校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进而促使高等

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与意识不断增强。在以上两方

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前高等教育越来越考虑和注

重所培养的学生进入社会之后的实践能力和技能水

平，甚至不少高校围绕社会岗位技能的需求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功利性和目的性日益凸显，而对于教育的

本质“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反思与审视却日

益衰退。不可否认的是，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寻求高

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平衡已经成为当下高等教

育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之

下，回归教育本质、直面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意义也更加重大。
公共艺术教育不是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的教

育，而是超越社会功利、直面人文情感、旨在实现“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教育，相对于高校中多数存在

的专业性、技能型教育，公共艺术教育更多地承载着

高校回归教育本质、追求人的发展的使命。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与

社会发展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公共艺术教育作为

平衡高等教育功利性职能与超功利性本质的存在意

义更加凸显，理应相应地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

被重视和强调。
( 二) 公共艺术教育是高校培育学生健全人格和

健康心态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培育理性平衡的健康心

态，是高校育人的重要方面。”艺术源于生活且贴近

生活，具有优化环境、和谐氛围、愉悦身心、陶冶性情

的重要功能，它能够通过对人感官的冲击、情感的共

鸣、心灵的震撼，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同时助益于

人，使人内心释然、心旷神怡、平和静心。这种非语

言、非对话方式的沟通，不仅更为隐性，而且更易被人

接受。丰子恺在论及艺术教育之于人的作用时提到，

“真、善、美”好比三个支点鼎立起圆满的人格，真和

善是美的基础，美又产生了艺术［2］174 － 177。换言之，艺

术集圆满人格所需的“真、善、美”于一体，将艺术中

的意境、旨趣、内涵与受众的情感、心灵、精神交融，能

够使受众向真、向善、向美，进而达到培育健全人格、
健康心态等作用。因而在现代生活中，艺术常常被看

作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载体，并衍生出“艺术治疗”
( Art therapy) 等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方式。

由于公共艺术教育受众面广的特点，其可以以课

堂理论教学、课外文化活动、校园建筑景观、校园典礼

仪式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覆盖并贯穿学生学习、生活、
娱乐的各个场景和各个环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喜
闻乐见并逐渐受到潜移默化影响的教育内容。因此

在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能够借助课堂教学的环节

和课外活动的平台，将高雅艺术中所蕴涵的对美的诠

释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融入学生成长的全方位，

最大范围内，帮助学生舒缓学习压力、净化内心阴霾、
愉悦身心、陶冶性灵，以高雅的艺术感知和审美体验

治心养性，不断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道德品格

素养，让校园真正成为消解浮躁之气、静心求学求知

的和谐空间。
( 三) 公共艺术教育是高校引领学生思想方向和

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

艺术是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3］1 － 4，艺术最大的

价值与意义并非娱乐，而是通过浓缩在艺术作品中的

复杂人性、纷繁社会、历史演进等，教育引导人辨析是

非曲直，因而公共艺术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教

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光靠讲授和说教是完

全不够的，关键在于教育活动能否打动学生、感染学

生，让学生真正认可接受并主动参与其中，思想引领

和价值塑造工作的有效性重点在于能否内化于心并

自觉外化于行，只有让学生认可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的活动，才能进一步让他们接受活动过程中所蕴涵的

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公共艺术教育的特点在于寓

情于艺、寓理于艺、寓德于艺，将希望学生体验的情绪

情感、领悟的人生哲理、接受的道德教化，蕴含在栩栩

如生的艺术形象和冲击感官的艺术内容之中，以易于

接受的形式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情操的陶冶和真善美

的感染。
公共艺术教育的作用，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娱

乐和欣赏层面，更为核心的是高尚情操的培育和理性

思维的养成。艺术内容的塑造来源于艺术家呕心沥

血的灵魂升华，展现于人的是美的形象，给予人的是

美的感受和美的体验，公共艺术教育能够通过艺术之

美对受教育者产生感性的共鸣，让美的感受与体验内

化于学生的内心，帮助学生领悟到人性人伦之美，在

学生内心产生向美向善的动力，进而引导学生崇尚美

好，追求更高尚的德行与情操，这是公共艺术教育培

育学生高尚情操的机理; “形象思维”是艺术的显性

表现，但艺术创作的过程之中处处体现着整体性思

维、结构性思维和逻辑性思维，不论是音乐美术作品，

亦或是戏剧电影作品，理性的思想观念都包含于其内

涵之中，艺术是创作的，但艺术作品反应的则是客观

世界、社会之“真”，揭示的是人类复杂的内心写照和

社会纷繁的客观存在，公共艺术教育最核心的作用就

在于透过艺术的形象，教育和引导学生认清是非曲

直，辨析社会的主流与支流，进而感受到理性之美，这

有助于学生理性思维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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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教育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相对于其

他内容的教育而言，公共艺术教育更能够实现“寓教

于乐”; 而艺术本身又蕴含和反映着社会思想与时代

精神，融汇了所处时代社会群体主流而普遍被接受与

认可的价值理念、人生观念等内容，以先进、主流的艺

术为媒介开展的公共艺术教育活动，能够更深入地帮

助学生在欣赏美、享受美的审美过程中接受潜移默化

的教育引导，符合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的基本规律，

有利于学生将主流社会思想和价值追求内化于心。

二、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建设发展的载体支撑

及建设路径

( 一) 加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科学理论支撑

艺术是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媒介，而审美快感是

通过这一媒介对学生产生影响的重要组成。艺术产

生的审美快感能够使人不仅在生理上、更在心理上产

生持续的畅快和愉悦，进而吸引人、影响人，但这种影

响往往是浅层次、娱乐性的感官刺激和趣味。对于高

校公共艺术教育而言，仅仅达到这一感性的层次，远

远无法发挥其立德树人的作用。除了审美快感外，公

共艺术教育的核心在于审美美感，即渗透进理解与理

性的，思想上、精神上的体验。从帮助学生获得审美

美感的要求出发，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就不能仅仅停留

在娱乐和欣赏的层次，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这

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公共艺术教育提

出的核心诉求。
推进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建设发展，首先应明确

其教育目的不在于“术”，而关乎“道”，应当从其思想

内容建设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育人方

向上站稳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引公

共艺术教育的方向，加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科学理

论支撑。在创新开发公共艺术教育内容时，应特别注

重有机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我国改革发展

实践，挖掘素材、创新教材，坚持用集中体现当代中国

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共艺术教育的思

想内容建设。要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

文化中汲取优质资源，在公共艺术教育教学内容中有

机融入国学经典、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艺术等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以爱国主义精神、理想信念教育

为内涵的红色文化元素［4］319 － 320，用富有感染力的艺术

教育形式真实反映历史演进与客观世界，淋漓尽致地

体现公共艺术教育在立德树人中的价值意义。
( 二) 优化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建设体系

公共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非专业性的艺

术教育，其目的在于引领思想、塑造价值、拓展视野、
提升修养、完善人格，最终实现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人。无论从理念思想，还是从目标定位来看，高校

公共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及通识教育都有着一

定的契合度。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中，既

要注重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有机融入，更应重视与

通识教育课程的合理贯通。将公共艺术教育作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补充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

既符合公共艺术教育的自身特点，也顺应思想政治教

育与通识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无论

从覆盖度和影响面，还是从系统化和有效性来看，包

括必修、选修、辅修等各种类型的系列课程仍然是高

校公共艺术教育实施育人作用的主渠道。从人才培

养的一般规律来看，公共艺术教育本应是贯穿人的成

长全过程、覆盖童年、少年、青年等各个阶段的，但由

于当前我国教育的实际，在高等教育之前的阶段、特
别是高中教育阶段，公共艺术教育是普遍缺失的。由

于前置性阶段的不足或缺失，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高层次、提升性的教育内

容，也应补充一定的基础性、启蒙式的教育内容。
基于上述分析，在推进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建

设过程中，一方面，应注重必修课程的基础性、选修课

程的特色性、辅修课程的提升性，以必修课程为主体，

构建涵盖美学理论、艺术鉴赏、艺术史论等在内的普

及性的公共艺术教育体系; 以选修课程为补充，通过

公共艺术大讲堂等形式，广泛延请名家大师，塑造以

审美培养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的高水平、特色化的

公共艺术高峰体验环节; 以辅修课程为桥梁，搭建以

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公共艺术通识性教育与专业

性教育的链接通道。
另一方面，应针对公共艺术教育内涵丰富、内容

广博的特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灌注于课程之

中，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纳入“课程思政”改革范畴，

挖掘公共艺术教育中的“思政元素”，同时将其与思

想政治课、社会实践等公共课程及部分专业课程有机

融合，潜移默化地实现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养、健康

意志品质和创新创造意识等公共艺术教育的目的，同

时也借助公共艺术教育丰富的内涵和易于接受的形

式提升相关公共课程及专业课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 三) 创新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隐性育人环节设

计

隐性育人是在高校教学计划规定的正式课程之

外实施人才培养的环节，它通过校园文化、校风氛围

等无形载体，以各类活动为载体对学生成长发展施加

影响，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推进

校园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其相对于正规课程而

言，不仅内容更加多元，而且过程及形式也更易被学

生接受。美国教育家 E． Boyer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高

校教育成功与否，与学生在校园中的生活质量及其参

与的各类活动质量有着显著相关性［5］154。
对于公共艺术教育而言，要发挥其在立德树人中

的独特作用，应将其有效融入渗透进学生的校园生

活，将思想价值的引导、高雅情操的涵育、健康心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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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贯穿于校园生活的重要场景和日常环节之中。
因此，除第一课堂课程体系建设外，高校应更加注重

公共艺术隐性育人体系建设，注重第二课堂公共艺术

教育平台载体的建设，用公共艺术教育的内涵与优势

革新校园文化与校园风格，进而引导学生接受具有艺

术文化情调和高雅生命意义的生活态度［6］27，让学生

在校园生活中全方位、全过程地接受熏陶，在潜移默

化中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结合公共艺术教育的特点，围绕全方位、全过程

的基本定位，本文提出构建涵盖学生艺术类社团建

设、校园物质环境建设、校园高雅艺术氛围建设的

“三位一体”式公共艺术教育隐性育人体系。
一是推进学生艺术类社团建设，既要从提升学生

艺术实践水平、推进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角

度出发，依托高水平艺术特长生招生，建设高水平、精
英式的大学生艺术团，也要从鼓励和引导学生的艺术

兴趣出发，组建群众性、广覆盖的艺术类学生社团，着

力构建专业化与群众性结合、满足学生不同层级和不

同兴趣爱好的学生艺术社团体系。充分发挥学生艺

术社团自我教育和中介载体功能，一方面打造学生自

我学习、自我探究、自我实践的自我教育平台，另一方

面搭建学生获取艺术教育资源、联系艺术类专业教

师、参与各类公共艺术活动的中介载体。
二是推进校园物质环境建设，在校园建设和改造

过程中，既要重视传承和保护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经

典建筑和校园景观，也要精心建设包括博物馆、美术

馆、纪念馆等在内的与公共艺术教育内涵紧密联系的

建筑载体，通过将校园生活周边环境的艺术化，培养

和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7］182，充分发挥校园物质环境

对校园文化的潜在影响，将公共艺术教育的内涵渗透

在校园情景之中。
三是推进校园高雅艺术氛围建设，在引入校外公

共艺术资源、积极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的同时，还应

重点建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公共艺术类

活动，特别是结合学校的校史、校训、校风等元素，将学

生更易产生共鸣的校园文化内核创作并转变成公共艺

术类活动的内容，通过这种熔铸了校园文化和学校精

神的艺术展演、艺术竞赛、艺术工作坊等丰富多彩的公

共艺术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体验美、鉴赏美、创造美。

三、结语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既是美育，更是德育，其在健

全学生人格、引导学生向善、引领学生思想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承载着高等教育回归“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这一本质目标的使命。综合本文上述研

究，要发挥公共艺术教育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积极作

用，需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在实践运行过程中的理念

思想、工作主体、调控方式、载体平台等不同层面进行

创新设计。

就理念思想层面而言，对标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要发挥其“塑造高峰体验”的

优势与特点，充分贯彻美育与德育贯通的理念，将优

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元

素有机融入其教育内容之中，激发学生内心的家国情

怀和“四个自信”。
就工作主体层面而言，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主体

包括艺术家、艺术课教师等，同时也包括学生，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艺术家、艺术课教师的引航灯塔作用，通

过德艺双馨的名家大师的行为风范和文艺新知浸染

启迪学生;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参与作

用，把公共艺术教育互动性强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

让学生在艺术的亲身实践中愉悦身心、陶冶性灵。
就调控方式层面而言，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工作在

运行过程中涉及到多个来自校园内外、理念认知差异

显著的行为主体，缺乏了调控，不仅会导致行为主体

冲突、阻碍育人工作开展，更难以实现与思想政治教

育有机融合的目标，因此需要在其运行过程中实行建

立在科学调研、准确研判基础之上的合理调控，特别

是将立德树人的标准融入到调控目标体现之中，通过

调控机制实现自发纠偏。
就载体平台层面而言，公共艺术教育的施教平台

既包括显性的各类课程，也包括隐性的校园文化氛

围，要将社会主流价值观融渗于各类显性和隐性平台

载体中，进而发挥课内外平台载体的化育功能。
高校公共 艺 术 教 育 作 为 一 类 超 越“术”、关 乎

“道”的教育，其育人目标的内涵实质也超越了艺术

技能知识教授，而是一种更接近于塑造人格、引领思

想的教育，相对于技术而言，其更关注的是审美体验

的丰富、健康心态的培育、高雅情操的修炼、思想价值

的塑造等。综合其形式与内涵，公共艺术教育能够完

美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美育与德育的贯通，在新

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有着独特作用与

特殊价值。 ( 责任编辑: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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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粟庐曲谱》“习曲要解”谈及曲唱要诀有“出口重，行腔婉”，笔

者孤陋，未能查到更早出处。
④ 这与上板唱、且多用赠板的南曲“功夫曲”恰成对照，南曲所谓

“功夫曲”一字对应，一字对应七八个工尺的非常普遍，如《长

生殿·惊变》【泣颜回】曲“暂”“亭”“静”“绕”等多字都适用八

九个、甚至十一二个工尺。但并非一字有七八个或更多谱字，

即是“功夫曲”。很多时曲、小调的个别字也可能如此。如时

剧《思凡》【山坡羊】“小尼姑年方二八”中的“二八”两字、“正

青春被师父削去头发”中的“头发”，这四个字各八拍，每字十

五六个工尺，“冤家”的“家”更长达十二拍，三十四个工尺。这

种情况只能理解为作腔唱。
⑤ 已故南京曲家王正来先生则认为，“六五”两音宜连唱，中间不

换气。见王正来编《曲苑缀英》，2004 年印本，第 35 页。
⑥ “客”字的第二音“仜”虽宜稍质实，但也不可太过。因“客来

过”为本曲务头之所在，仍以高音轻过、婉转流丽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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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cc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It＇sCohesive
Accent In the Song of North － South Qu

XIE Yu － feng
( School of Literature Art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23)

Abstract: Abstract: It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that sing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according to it＇s accent in the song of
North － south qu． But the accents are not all of them． There is acohesive accentbetween th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Theoretically we should stress the accent and ease the strength when singing thecohesive accent． The singer should
have enough flexibility to treat with the accent and it＇s cohesive accent．
Key Words: Kunqu Opera; The Song of North － South Qu ; Acc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Cohesive Ac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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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Value Meaning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Public Art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or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YANG Wen － xie
( Committee of Communist Youth League，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1189)

Abstract: Carrying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morality education and returning to the nature of education，public art ed-
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ound personality and healthy mentality，

which is also a significant carrier to lead students＇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Accelerating and pro-
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rt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Based on the support of scien-
tific theor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we should explore the path of
the unique role of public ar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Art Education; Morality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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