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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的养成就是教师帮助学生扣好的第一粒扣子，而如

何去滋养学生的美感，引导学生的审美取向，决定着教

师的美育教育教学水平。生态美育教育水平与教师审美

理论知识的积淀及生态美的艺术的展现相关，而教师生

态审美素养通过教学的艺术得以呈现，并通过教育教学

工作得以进一步提升。

其次，正视学生审美需要，培育感性。人的需要的

永恒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持久性。人天生具有一种

对自然亲和热爱并由此获得美好生存的愿望。在思政课

教学中，教师要将学生看作具体的、自身完整的、独立

的人，从完整的人的视域看待学生内在的本性需求，正

视学生的需求，并激发学生内在具有的亲和、热爱自然

的本性和愿望。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自然感性。所谓自

然感性是对自然超功利的态度，对自然的温情与敬畏；

与自然建立的原初的联结；对自然的亲和热爱的情感。

培育学生的自然感性意味着培养学生对自然天生的热爱

的情感，使学生从内心深处真正敬意自然、爱护自然，

与自然建立一种情感的联系。教师通过情景教学为学生

创造自然的体验，使学生在对自然的美的意境中体悟自

然的生命活性，培养学生的自然感性，保障感性的丰富

性和灵动性。更要引导学生的审美取向。当今社会审美

越来越多元化，大学生的审美取向不仅直接关涉到自己

的审美标准及审美兴趣，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未来社会的

审美发展趋势。帮助大学生加强内在的涵养，树立正确

的审美观是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功能的彰显。教师在教育

过程中通过课堂教学的审美知识的融入、审美理念灌注

及教学环境的审美创设帮助大学生树立生态审美观。

（二）生态审美观教育需要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

“双向激越”

马 克 思 生 态 审 美 观 是 大 学 生 生 态 审 美 观 教 育 的 根

本理论依据，主渠道思政课是生态审美观教育的重要途

径，而实践教学中的美感体验也是塑造其生态审美价值

观的重要方式。因此，开展大学生生态审美观教育，应

以马克思生态审美观作为理论指导，发挥思政课的育人

功能的同时，增强实践体悟，实现“双向激越”。

首先，思政课教学中凸显生态审美教育。一方面，

目标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目标的设定决定着思政课要为

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如何培养人取决于教学

过程中具体、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因此，思政课要将

大学生生态审美观的教育作为思政课教学的目标。目标

的设定重在强调培育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优美的自然生

态环境倾情热爱，且日常生活中自觉美化环境的时代新

人 。 教 师 也 要 根 据 学 生 的 审 美 认 知 实 际 水 平 ， 因 势 利

导，设计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从传统单一的理论说服

和课堂教学向面向未来的审美化教学转变，在教学中逐

步提升学生生态美鉴赏力。另一方面，思想性与美感性

相结合。思政课教学中的生态审美教育是通过生态审美

观的教育，引导学生从生态理念的树立，匡正时弊，进

行生态审美，渐次抵达审美人生的高度。教学过程中以

马克思唯物实践观、生态审美观作为教育重要内容，教

学由理论到情感，由理性抽象到感性直观，由深文奥义

到清晰易懂，体现思想性和美感性相融合。如在教学中

观看一部生态内容的电影、欣赏一首富有生态美韵的诗

歌等形式让学生充分感受真理的魅力、道德的崇高、艺

术的唯美，让学生沉静在生态美的情景中，从而激发学

生的情感，愉悦学生的身心。

其次，实践活动中的生态审美体悟。生态审美体悟

是在与对象构筑的主体间性关系中，主体用无感融入对

象，从而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思政课实践活动中的生

态审美体悟，是借助生态之景，丰富学生的灵魂，促使

学生“反思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探究生活的真谛与感

悟，进而在能动性的催进中，不断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

与空间。”[7]生态审美实践体验的目的主要是从自然美景

和社会胜景中唤醒内在的本真情感，重拾已渐行渐远的

直觉——那种与原初的自然力量共生的精神秉赋。一是

在自然美景中，融入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融入自

然才能责由心生，行由责起，真正与自然和谐共生，投

入到建设现代化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教师可以带领学

生走出教室，融入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教育

学生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去亲近自然，理解自然，敬重自

然，探寻生命的真谛，朝向人类共同精神家园——人的

本真回归。二是在社会胜景中，关怀他人。“人们在不

同程度上超越了世俗的、实用的、功利的关系，从而浑

然往我，快乐，陶醉，充满自由感和快乐感。”[8]从社会

美维度切入，使师生真切感受人生的生态特性，遵循合

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原则，突显审美性。教会学生

在社会关系中，乐善好施，以善意帮扶他人，升华人性

中最美好的品质，建构一个丰富的、深刻的精神世界。

（三）生态审美观教育需要主体间性关系与环境审

美“共同构筑”

生 态 审 美 观 的 塑 造 和 养 成 绝 非 一 日 之 功 ， 师 生 关

系是影响生态审美观养成的重要因素，而人的思想观念

和生活态度无不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为此，生态审美观教育需要教学过程中师生主体间

性关系的构筑提供情感滋养，环境美以稳定的影响方式

陶冶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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