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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育是一项重要的素质教育，近几年来受到了教育部分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通过探索专业

课的美学内容，结合《心理之美》课程，对“专业美化”式美育教育模式进行了探讨，并从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以及考核方式等方面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以期为高等院校的美育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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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quality education, which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the educa-
tion sector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contex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aesthetic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combined with the course “Beauty of Mind”, to explore the “professional beautification” 
style aesthetic education model, and proposed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from aspects such a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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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育是人类社会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教育对个体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美育一直受到忽略[1]，但近几年来，教育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2]，并提出要“构建大中小学幼

相衔接的美育课程体系”[3]。在此背景之下，本研究从专业教育出发，以心理学专业为例，尝试探索专

业教育与美育相融合的新的教育模式，以期为我国高校美育教育提供参考借鉴。 

2. “专业美化”式美育教育模式 

2.1. “专业美化”的概念 

“专业美化”是指将专业知识与内容美育化。与将公共艺术课程纳入各专业本科的教学计划[4]之中

不同，“专业美化”是通过挖掘专业内容中的美育点，并在讲授过程中，突出美育教育的内容，以达到

提升学生美育素养的目的。 

2.2. “专业美化”式教育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首先，从美的内涵来看。美并不只局限于视觉上的刺激，比如自然风光、美学建筑等。美本身是一

种精神层面的感受，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比如，有学者提出美的定义[5]为“人对自己的需求被满足时所

产生的愉悦反应的反应”。从这个定义出发，美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刺激，这是美感的来源。第二

个是人，即产生美感的人。第三个则是愉悦反应，即刺激导致个体产生的反应。由此可见，凡是能让人

产生愉悦反应的刺激都有可能被知觉为美的，比如劳动者辛勤劳作的画面，助人者助人的行为本身，科

学规律的真实与严谨等。美的广泛的内涵使专业教育的“美化”成为了可能。通过立足于美的内涵，充

分挖掘专业教育的美学元素，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的美学素养，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升专业课本身的美

学内涵。 
其次，从科学本身来看。科学是经验与思辨的统一。作为人类获取知识的一种方式，科学具有逻辑

上的严谨性与经验上的实践性。相对于其他获取知识的方式如常识、权威、单纯的经验或单纯的思辨来

看，科学方式获得的知识更接近于事实，更接近于事物发展的真实规律。而求真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了美

感的体验，如初高中学生解答出数学题时产生的愉悦与满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本身就包含

了丰富的美学内涵。 
最后，在教学模式上看。现有的多种教学模式，其目标旨在提升学生学习知识的效率，锻炼学生的

思维，更多的注重于智育。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许多教育模式在实践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其原

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在教育过程中过分注重智育导致的对于学生自身态度、情感方面的或多

或少的忽视。而对于美的追求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假期旅游景点的人山人海，全世界范围内的选美大

赛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建立美育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教学模式将在很多程度上改善学生的学习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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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这个角度上看，美育融入专业课，实现专业课的“美化”将非常有必要。 

3. “专业美化”式教学模式 

3.1. “美育点”式的教学模式 

所谓“美育点”式的教育模式，即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专业知识的美育教学知识点，作

为专业课内容的导言或者升华性内容，在恰当的教学时机引入(见图 1)。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找准美育教

学知识点是关键。好的美育教学知识点可以起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恰当的教学时机可以使美育

知识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 
 

 
Figure 1. Teaching mode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oint” 
图 1. “美育点”式的教学模式图 

3.2. 结合专业的美育课程教学模式 

这类教学模式旨在通过组建新的美育课程来实现专业课的“美化”效果。如前所述，科学知识本身

包含了美的内涵，专业课程的“美化”必将涉及如何挖掘专业知识内容的美学意义。之前所述的美育知

识点的教学方式可以看作是美育的“游击战”，除了这种模式之外，在实践教学中还可以开展“阵地战”，

即组建由专业知识构成的美育课。这里的专业知识不是美学的专业知识，而是各学科自有的专业知识。

换句话说，就是将第一个教育模式的美育知识点按照自身的逻辑体系，整理出新的课程体系(见图 2)。这

门新型美育课程核心的教学目标是提升学生的审美、创造美的能力。因为是专业内容的讲授，本类课程

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升专业知识与专业兴趣的作用。由于是不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课程，在专业

程度上可能会比较浅显一些，因此可以放在专业课开始之前，这样通过感受专业知识的美感，通过专业

知识的浅层次了解，一方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还可能对后续知识起到“脚手架”的作用，

易化后续专业知识的学习。 
 

 
Figure 2. Teaching mode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s combined with pro-
fessional teaching 
图 2. 结合专业教学的美育课程教学模式图 

4. “专业美化”式美育教育模式的实践 

4.1. 专业内容的“美化” 

虽然任何一门学科，因其科学性都符合美的内涵，但是如何将美的内涵挖掘出来，并能让学生感受

到美，这需要任教教师对本专业的知识有深入的了解，并进行全方位的提炼。以心理学为例，本研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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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除了对于各门心理学专业课程的美育点进行分散式提炼之外，还专门将其中的美育集中较多的知识点

合并为一门新的“心理之美”课程。这门课程主要包含四部分，分别为心理学的思想之美、心理统计之

美、心理测量之美以及设计之美(图 3)。其中，心理学的思想之美是展示科学心理学诞生后各门各派的学

术思想，从中让学生感受到心理学先驱们思想的深邃，体会到人类的思想之美；统计之美中通过对数字，

统计分析中折射出的人类智慧进行提炼，通过美好的数学形式以及精妙的逻辑体系让学生感受到心理统

计学的魅力；测量之美则是以心理测量学知识为基础，让学生在用客观测评工作测量主观心理现象的过

程中，体会到人类心理测评学的美感，感受人类在心理测评上表现出的多样性的个性之美；设计之美则

围绕设计心理学，从美学设计的心理学层面入手，使学生可以更直观地感受美学设计中表现出的心理学

专业之美。 
 

 
Figure 3. Psychological beauty course structure 
图 3. 心理之美课程结构 

4.2. “专业美化”课程的教学方式 

因为是以美育为核心目的，那么传统的一些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可能会不适用。这需要教师

探索更符合现有教学目标的新的教学方式。显然，直观的美学实体的呈现可以引发学生最直接的美感体

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适合呈现美学实体，有的学科可能需要通过让学生参与、体验等方式产生

美感。以心理学专业为例，心理之美课程的思想之美部分可以通过讲授与课下拓展阅读让学生感受心理

学先贤思想中透露出的美学意义；心理统计之美则更多地需要课上授师耐心的讲解与分析让学生理解心

理学统计背后的逻辑，理解人类的思想之美；心理测量之美则是通过让学生实际参与心理测量来感受心

理测量的美学内容；而设计之美则可以更多地用充满美感的设计来让学生产生美的体验。 

4.3. “专业美化”课程的考核方式 

每一门课程都有其考核方式，以检验教学效果是否达到目标。传统的大部分考核方式都是知识或技

能性考核，各种素质目标也会以知识或技能等方式体现出来。如果是传统的美学课程，自然也可以采用

这样的考核方式。但是“专业美化”式课程因其内容是各领域的专业内容，而要达到美育目标，所以其

考核方式将是该课程体系最需要克服的问题。“专业美化”课程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学生的美学素养，提

升学生感受美、审美、创造美的能力，显然只对专业知识或操作能力给学生进行评价是不符合目标要求

的。 
当然，必要的专业知识考核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考核学生课程的参与程度，但是美育目标的考核

可能更多的要依赖于个体学生在专业领域上所感受到的美感以及在专业领域中创造美的活动。以“心理

之美”课程为例，本课程无论是期末考试还是过程性考核，尤其是过程性考核，都会引导学生将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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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感受以及创造专业之美的活动中，并可以通过让学生参与评价的方法，对于在这些活动中学生美学

目标的达成度进行评价。除此之外，本课程还需要学生对课程本身进行评价。在这个评价中，学生是主

体，以其在课程中感受到的美感来进行评价，并且，这个评价不会计入对学生的评价中，只有这样，学

生才能真实的反映出其美学感受，对于改善课程的教学方式，最有效地达成美育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5. 小结 

本研究从专业教育出发，结合《心理之美》课程，对“专业美化”的教育模式进行了详细讲解，并

就该教育模式中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及考核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方法与建议，以

期为提升高等教育的美育效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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