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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察小学生审美教育的现状。结果发现：大多数学校重视艺术教育，特别注重采用艺术装饰品营造学校

和教室的艺术环境与氛围。而家庭美育尚存在短板，主要体现在：较少采用艺术品装饰家庭环境、较少

鼓励学生参加艺术课外班。特别是，家长组织学生参观艺术类场馆的频率普遍较低。这提示我们，要发

挥家庭在美育中的重要作用，为学生营造优雅、优美的生活环境，建立欣赏美、创造美的审美习惯，家

庭美育意义重大，义不容辞。 
 

关键词 

审美教育，小学生，艺术教育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Pupils 

Tingting Wang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Received: Dec. 22nd, 2023; accepted: Jan. 29th, 2024; published: Feb. 18th, 2024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primary school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using art decorations to create an artistic environment and atmos-
phere in schools and classroom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family aesthetic educa-
tion,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ess use of art to decorate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the less encou-
ragement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xtracurricular art classes. Especially, the frequency of 
family to visit art venues is generally low. This reminds us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family in 
aesthetic education, creating an elegant and beautiful liv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and e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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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ing aesthetic habits of appreciating and creating beauty. Family aesthetic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is im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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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是一种积极的、固有的、客观化的价值，美是被当作事物之属性的快感(杨辛，甘霖，2011)。美学

中，将美感分为形式美、艺术美、自然美和社会美这四类。其中，形式美是指生活、自然中各种形式因

素(色彩、线条、形体、声音等)的有规律的组合；艺术美指艺术作品所传达的美；自然美是指自然事物(如
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的美；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主要包括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美(外表美、心

灵美)及劳动产品的美(杨辛，甘霖，2011)。不同美感之间的相通之处是，均会引发具有奖赏性的审美愉

悦，且其所具有的奖赏性是人类从事艺术活动的根本动力。不同美感之间也会转化：例如，艺术美就是

自然美、社会美的升华与转型。 
审美教育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美的事物，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同时促进他们德智体

美劳等各方面素质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人们通过欣赏和创造美的对象而受到审美影响。在身心愉悦之

中，其性情和心灵受到陶冶、塑造，道德品质、思想情操得到提高，各种能力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

从而成为人格完善、全面发展的人才(李泽厚，1981；朱光潜，1996)。 
美育的社会功能是通过审美观念的树立和审美能力的培养，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其整体素质，

从而造就一代全面发展的新人。具体来说，美育对人的素质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以美怡情。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人们精神正直，

良心纯洁，情感和信念端正。”审美最明显的作用在于怡情，即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的繁重压力、种种苦

难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乐观、潇洒豁达的态度。当审美对象唤起审美主体情感的时候，他自身所存的非

社会性、非理性的冲动、欲望、情绪，便会潜移默化地受到理性的规范、引导和净化，逐渐转变为渗透

理性和社会性的审美情感。审美的脑机制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研究者发现，人在进行审美活动时，无

论是形式美、外表美、艺术美，均会激活与奖赏环路(reward circuit)，特别是会涉及 OFC 和纹状体区域的

活动(Ishai, 2007; Kawabata & Zeki, 2004; Moll et al., 2006)。正是由于审美过程涉及奖赏环路的参用，才使

得审美能够怡情、养性，成为完善人格、解放人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以美储善。心理学研究表明，审美会对人的道德行为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例如，关于外表美对

人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表美的程度能够影响人们对于道德行为的判断，即存在“美的即是好的(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的刻板印象(Dion, Berscheid, & Walster, 1972)。如 Dion (1972)等人的研究发现，当给被

试呈现不同外表美程度的人物照片并令其对照片中人物的人格特点作出猜测性评定时，被试普遍认为外

表美的人具有更为友好、热情、可信和礼貌的特点。相类似的，在艺术博物馆进行募捐活动的收获，往

往要远多于在其他娱乐场所。Tsukiura 和 Cabeza (2010)通过考察同一被试在进行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时

的脑活动发现，OFC 的激活程度会同时随着道德评定分数和审美评定分数的增高而增高。以上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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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情境启动了人的“善”的一面。 
以美启真。审美教育本身就是积累知识、启迪智慧的过程。美育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增长

见识，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一方面，它可以激发人们追求真理、掌握知识的情感，开发人们的智能。另

一方面，美育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扩大和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研究者发现，审美欣赏能够提高

人的记忆力(Marzi & Viggiano, 2010; Langlois et al., 2000)。杜卫(2014)提出，由于审美活动本身具有鲜明

的个性化、创造性特征，经常参与美育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个性意识和创造能力。美国的“哈佛零点

计划”和“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也充分突出了审美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重要价值(杜卫，2014)。 
美国心理学家伍尔夫提出审美认知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第一阶段(4

岁~7 岁)：为理解绘画符号阶段。幼儿的感觉、期望都偏向实用目的。第二阶段为(8 岁~12 岁)：理解视

觉系统阶段。对于这时的儿童来说，熟悉特定文化所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视觉语言或系统是相当关键的，

因为这必须以他们对一般符号组织的理解为基础，即培养特定视觉语言的理解力有赖于一种文化性的情

境。第三阶段(13 岁~18 岁)：即青少年时期，为理解艺术性选择阶段。年龄的增长和生理上的变化使儿

童对独立和个性的意味比较敏感，抽象思维的发展明显地推进了他们审美思维的发展，如想象的新颖性

和细腻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小学时期是接受审美教育的重要时期，也是个体审美素养形成的关键期(Hunter, 
Schellenberg, Stalinski, 2011)。 

因此，了解小学生美育现状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美育教学、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开展美育工作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拟以华北、华南四个省的小学生为被试，从学校美育、家庭美育及个人爱好这三

方面考察小学生审美教育的现状。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分别从北京、河北、广东、广西 4 省各选取 2 所小学，每所小学选取从一年

级至六年级所有班进行问卷施测。最终有 8463 名小学生完成了测试。删除作答时间小于 84 秒(平均每道

题作答小于 2秒)以及作答时间在正负三个标准差之外的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 8362份，有效率 98.8%。

参试者平均年龄 9.33 岁(SD = 1.879, range = 7~13)。被试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表 1. 被试基本信息 

变量名称 内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459 53.3 

女 3903 46.7 

年级 

一年级 1809 21.6 

二年级 1453 17.4 

三年级 1345 16.1 

四年级 1112 13.3 

五年级 1304 15.6 

六年级 133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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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制《审美教育调查问卷》。该问卷从学校艺术氛围、家庭艺术氛围和个体对艺术课程

的喜爱程度三个方面对个体的审美教育进行了测量。采用“你们学校会有艺术品作为装饰吗？如走廊墙

上的挂画、桌上的艺术品、地板上的绘画、校园内的雕塑等”“你的教室里会有艺术品作为装饰吗？”

两道题目测量学校艺术氛围，参试者从“完全没有”到“有 10 件或更多”中选择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应 1~5 分计分。在本研究中，学校艺术氛围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6。采用“你每周上艺术课外班多

少小时”“你家里有艺术作品吗？如墙上的挂画、桌上的艺术花瓶等”以及“平时，家人会带你去艺术

类场馆参观的次数是”等三道题目来测量家庭艺术氛围，答案为相应的数量或者频次等级，比如参观次

数从“从没去过”到“一周一次”，对应 1~7 分计分。并采用开放性问题以了解学生接受审美教育的主

观感受。 

2.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5.0 进行描述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学校艺术氛围 

调查发现，64.56%的被试报告，学校有 4 件以上的艺术品装饰(如走廊墙上的挂画、桌上的艺术品、

地板上的绘画、校园内的雕塑等)。见图 1，其中，41.97%的被试报告学校有 10 件或以上的艺术品装饰，

6.49%的被试报告学校有 7~9 件艺术品装饰，16.1%的被试报告学校有 4~6 件艺术品装饰。另外，35.43%
的被试报告，学校有 3 件或以下的艺术品装饰。其中，25.12%的被试报告学校有 1~3 件艺术品装饰，10.31%
的被试报告学校完全没有艺术品装饰。 

 

 
Figure 1. Number of artworks in schools 
图 1. 学校的艺术品数量 

 
调查发现，49.03%的被试报告，教室里有 4 件以上的艺术品装饰(如走廊墙上的挂画、桌上的艺术品、

地板上的绘画)。见图 2，其中，22.63%的被试报告教室里有 10 件或以上的艺术品装饰，7.84%的被试报

告教室里有 7~9 件艺术品装饰，18.56%的被试报告教室里有 4~6 件艺术品装饰。另外，35.43%的被试报

告，学校有 3 件或以下的艺术品装饰。其中，34.99%的被试报告教室里有 1~3 件艺术品装饰；15.97%的

被试报告，教室里完全没有艺术品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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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Number of artworks in classrooms 
图 2. 教室的艺术品数量 

 
针对“你希望学校给你提供哪些艺术上的支持”主观题回答进行的内容分析表明：绘画、舞蹈、唱

歌、艺术、乐器、表演、比赛等词汇出现频率较高。见图 3。 
 

 
Figure 3. Expecting arts support provided at school 
图 3. 期待学校提供的艺术支持 

3.2. 家庭艺术氛围 

调查发现，28.1%的被试报告家里有 4 件或以上的艺术品装饰(如墙上的挂画、桌上的艺术花瓶等)。
见图 4，其中，22.98%的被试报告家里有 5 件或以上的艺术品装饰，5.12%的被试报告家里有 4 件艺术品

装饰。另外，71.91%的被试报告家里 3 件或以下的艺术品装饰。其中，13.86%的被试报告家里有 3 件艺

术品装饰；20.57%的被试报告家里有 2 件艺术品装饰，15.14%的被试报告，家里有 1 件艺术品装饰，22.34%
的被试报告家里没有艺术品装饰。 

 

 
Figure 4. Number of artworks at home  
图 4. 家里的艺术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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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33.86%的被试未报过艺术课外班，50.84%的被试每周上艺术课外班 2 小时以内，18.75%
的被试每周上艺术课外班 3 小时以上。见图 5，其中，8.48%的被试每周上 3 小时，4.64%的被试每周上 4
小时，5.63%的被试每周上 5 小时或以上。 

 

 
Figure 5.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rt classes 
图 5. 参加艺术课外班的情况 

 
调查发现，29.32%的被试从未去过艺术类场馆参观。43.08%的被试家中参观艺术类场馆的频率不多

于一年一次。27.61%的被试家中参观艺术类场馆的频率大于一年两次。其中，14.76%的被试家庭每隔半

年参观一次艺术类场馆，5.87%的被试家庭每隔三个月参观一次，4.43%的被试家庭每隔一个月参观一次，

2.55%的被试家庭每隔一周参观一次，详见图 6。 
 

 
Figure 6. Visits to arts venues  
图 6. 参观艺术类场馆的情况 

 
调研发现，学生和家人在家里一般会做绘画(46.67%)、唱歌(42.2%)、跳舞(21.79%)等艺术活动。也

有 16.69%的学生提到，在家中完全没有从事过任何艺术活动，详见图 7。 
针对“你希望家里给你提供哪些艺术上的支持”主观题回答进行的内容分析表明：绘画、舞蹈、唱

歌、艺术、支持、鼓励、陪伴等词汇出现频率较高，详见图 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068


王婷婷 
 

 

DOI: 10.12677/ap.2024.142068 513 心理学进展 
 

 
Figure 7. Artistic activities practice by family members at home  
图 7. 家人在家里从事的艺术活动 

 

 
Figure 8. Expecting arts support provided at home  
图 8. 期待家里提供的艺术支持 

3.3. 对艺术类课程的喜爱程度 

调查发现，93.5%的被试表示喜欢艺术类课程(如音乐、美术等)。其中，66.25%的被试表示很喜欢，

27.25%的被试表示有点喜欢。5.15%的被试表示模棱两可。1.36%的被试表示讨厌艺术类课程，见图 9。 
 

 
Figure 9. Enjoyment of arts classes 
图 9. 对艺术类课程的喜爱程度 

 
调查发现，在艺术课外班中，42.85%的学生学习绘画，19.56%学习乐器演奏，19.56%学习舞蹈，15.74%

学习唱歌，8.19%学习主持与表演，1.92%学习雕塑，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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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Learning content of art extracurricular classes 
图 10. 艺术课外班的学习内容 

 
逾七成的被试表示，学习艺术会对其健康(74.33%)、心情(78.45%)、创造性(79.92%)、人际关系(75.33)、

助人行为(74.25%)、了解自己(77.87%)和热爱生活(80.44%)具有好的影响。逾六成的被试表示，学习艺术

会对其学习成绩具有好的影响(64.94%)，见图 11。 
 

 
Figure 11. The impact of arts learning 
图 11. 学习艺术带来的影响 

 
针对“当你做一些艺术活动时，你的感受是什么？”主观题回答进行的内容分析表明：快乐、高兴

等词汇出现频率最高，见图 12。 
 

 
Figure 12. The feeling of arts learning 
图 12. 学习艺术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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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以华北、华南四个省的小学生为被试，从学校美育、家庭美育及个人爱好这三方面考察小学

生审美教育的现状。 
针对学校艺术氛围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学校重视艺术氛围的营造，会主动利用艺术品作为装饰。在

针对“你希望学校给你提供哪些艺术上的支持”主观题回答进行的内容分析表明，被试希望学校提供绘

画、舞蹈、唱歌、乐器、表演、比赛等艺术类课程和培训。 
针对家庭艺术氛围的调查发现，逾七成的被试报告家里 3 件或以下的艺术品装饰。逾三成的被试未

报过艺术课外班，近三成的被试报告从未去过艺术类场馆参观。特别是，参观艺术类场馆的频率普遍较

低。另外发现，学生和家人在家里一般会做绘画、唱歌、跳舞等艺术活动，但也有 16.69%的学生提到在

家中完全没有从事过任何艺术活动。在针对“你希望家里给你提供哪些艺术上的支持”主观题回答进行

的内容分析时发现，被试普遍希望家人为其提供学习绘画、舞蹈、唱歌等艺术课程的机会，同时，也渴

望得到家人的“支持、鼓励、陪伴”。以上调研结果说明，大多数学校对于家庭艺术氛围的营造不够重

视，较少采用艺术品装饰家庭，较少鼓励学生参加艺术课外班，对学生学习艺术的支持、鼓励和陪伴不

够。 
针对艺术类课程的喜爱程度的调查发现，逾九成的被试表示喜欢艺术类课程(如音乐、美术等)，仅有

1.36%的被试表示讨厌艺术类课程。在艺术课外班中，绘画占主流，乐器演奏、舞蹈其次。被调研学生普

遍认为，学习艺术会对其健康、心情、创造性、人际关系、助人行为、了解自己、热爱生活和成绩等方

面具有积极影响。当从事艺术活动的感受是主要是快乐、高兴等积极情绪。这说明，学生对于艺术类课

程的接受度、喜爱度普遍较高，学习艺术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情感，并对其身心健康、学习生活、

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良好的影响。 
本研究提示我们，学生对于艺术类课程的喜爱度较高，小学校园美育氛围浓厚，大多数小学重视艺

术教育，特别注重采用艺术装饰品营造学校和教室的艺术环境与氛围。而家庭美育尚存短板，主要体现

在：较少采用艺术品装饰家庭环境、较少鼓励学生参加艺术课外班。特别是，家长组织学生参观艺术类

场馆的频率普遍较低。究其原因，大多数家长存在重智育、轻美育、体育的思想，特别是美育的专业性

较高，因此，从认知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依赖于学校教育去完成。而美育不仅包含审美知识、审美能

力，还包括审美意识。审美意识的培养不仅限于课堂，更需要家长在生活中加以引领和熏陶。小学阶段

的学生，尚处于伍尔夫(1987)审美认知发展的第二阶段，对于这时的儿童来说，培养审美能力特别需要文

化性情境的滋养。这提示我们，要切实发挥家庭在美育中的重要作用，家长需提高对家庭美育的重视程

度，为学生营造优雅、优美的生活环境，建立欣赏美、创造美的审美习惯。另外，在审美教育中，要特

别重视培养学生对艺术课程本身的兴趣，防止“过犹不及”和“揠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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