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23年第11期·　　　　 ·新西部

首 先 ， 师 生 生 态 审 美 主 体 间 性 关 系 的 构 筑 。 生 态

审美关系是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达到动态平衡、完整

统一、和谐一致的关系。思政课教学生态审美关系是师

生和谐融洽、自由愉悦的亲密关系，以无功利的态度对

待自身及他人，本质上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原初关系诉求

和人性的表现，“回到人自身”，领悟自身作为本真存

在，感受与世界中的他人的亲密关系。生态审美关系中

师生构成共生体，彼此成为审美对象，相互肯定、相互

欣赏，相互悦纳。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提倡教育中主体间

性关系的建立，他认为教育是人与人的对话，任何中断

这种你我的对话关系均使人类萎缩。思政课教学中师生

主体间性关系是生态审美意义上的关系，是学生与教师

和谐共在，彼此肯定赏识。生态审美主体间性关系构建

要 求 教 师 在 教 学 中 设 身 处 地 为 学 生 着 想 ， 理 解 关 心 学

生、与学生平等对话、共享情感体验，并以主体间性关

系促发学生审美精神的生长。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生态审美创设。大学生

生态审美观教育是帮助其改变内在的价值观念，进而影

响其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而环境在人的观念的形成过

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创设生态美的环境，使环

境呈现生态美特性，能够滋养感受美、向往美、追求美

的灵魂。教育环境的生态审美创设是教师和学生审美意

愿的显现过程，也是环境显现审美和教育价值的过程。

在环境的创设过程中，师生能够将自身对生态美的认知

和体验融入到环境的创设中，而创设后的环境又能够使

学生获得生态美感体验，进而认同教育内容并进一步践

行生态创美实践。校园环境的生态美的特性对学生的心

灵起到浸润的作用。诗意教育氛围的营造能够让学生在

感受教育真理性的同时体悟教育内含的生命力之美，进

而激越学生内在对生命和生活的热情，对生态美的热爱

和追求。

结　语

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

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

为现实的诉求。美好生活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水

青山的生态美，也是在物质极简中所体验到的和谐宁静

的美。人民是寻美、创美、达美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为

此，新时代生态审美观的教育尤为重要，它是开创美好

生活的观念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美育教育，强调要“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

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学生的生态审美观和生态审美

素养的提升是生态文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

人、培育真善美统一的时代新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

文明时代的大学生不仅要学会生存，重要的是要做到科

学 与 人 文 的 和 谐 统 一 、 理 性 观 念 与 艺 术 精 神 的 和 谐 统

一，学会审美的生存，努力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贡献者和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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