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石 然1，史欣媛2

（1.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2.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下，深深扎根中华优秀传统美育精神，借鉴西方美育

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恽代英主张：美育应当在儿童时期打下基础，塑造美好品德是儿童美育的重要使命，游戏是儿

童美育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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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of Yun Daiying is guided b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aking

root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spirit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elements of western aesthetic ed-

ucation. From Yun Daiying’s viewpoint, children shoul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ir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ir childhood, shaping

good moral character i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playing games should be the major means of chil-

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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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美育是审

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关涉思想教育、

道德教育、精神教育，对人的言谈举止和礼仪规

范具有打磨作用。”［1］这种现代的美育观念，离不

开几千年来人类审美意识的不断觉醒，也离不开

中华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对美育精神的不懈追

求。随着近代以来中西方美育精神的交融贯通，

美育学者们以此为根基提出了更加全面多样的

美育观念。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敏锐地

把握到了美育在儿童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撰

写了许多儿童美育领域的文章，如《不用书教育

之法》《家庭教育论》《斯通乐夫人教育学说》《儿

童游戏时间之教育》等。他的思想奠定了当今学

校的儿童美育基础，他鼓励在儿童时期通过美育

塑造良好品德、鼓励家庭和社会为儿童营造审美

氛围、引导儿童进行艺术创造性活动等观点涉及

到审美教育，他通过美育塑造儿童美好人格、培

养其道德、涵养其精神的观点则关涉到情操教

育，他利用游戏作为儿童美育的主要途径、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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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儿童主观能动性等观点也在儿童的心灵教

育上起到打磨作用，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研究意

义与参考价值。因此，本文选取了恽代英的儿童

美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为了探索新时代背景

下的美育发展路径和应用逻辑，更好地促进儿童

教育工作发展，本文拟从其思想产生背景进行分

析，总结恽代英思想的主要内容，阐释恽代英的

美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一、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下，深深扎根中华优秀

传统美育精神，借鉴西方美育思想合理成分的基

础上形成的。

（一）植根中华优秀传统美育精神

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为恽代英美

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虽说在

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并未系统地提

出“美育”观念，但美育思想一直深深地潜藏在中

国古代的诗词、乐曲、舞蹈、戏剧中，深深地根植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我们至今仍受到它的

影响。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乐制

度本身具有很强的美育特征，自设立以来，它们

潜移默化又影响深远的造就了一批具有相似文

化潜意识的国民，形成了一个大统一的文化共同

体。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常常通过礼

乐制度教化民众，培养其精神，协调其人伦，维系

整个社会的宗法制度，维护统治者至高无上的阶

级地位，维护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在

恽代英所著的《理想之儿童俱乐部》《自然之母

教》《家庭教育论》等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传

统文化精髓的提取与融合，他引用孟子等中国传

统文化代表人物的言论对自身美育观点进行论

证，并重视通过诗歌、音乐、绘画等美育形式对儿

童进行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对美的感知与

鉴赏能力，将德育、智育等融入其中。

（二）借鉴西方美育思想的合理成分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侵略者的坚

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国门，西方思想文

化也随之在中国土地上更大范围的传播。相较

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前，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

文化的交流碰撞变得更加激烈。随着民族危机

的深化，无数仁人志士纷纷致力于探索救亡图存

的道路。而“教育救国”这条道路正是贯穿恽代

英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社会性主张。康

有为曾在其所著的《大同书》中论述了自己的美

育观点，对儿童教育环境提出了美学要求，并提

倡通过教学图画和音乐培养婴儿仁爱性格；在大

学院的设计中也谈及教育环境的美学需求，要求

设置游园以供学生休憩、游览、舞蹈，并在课程上

要求设置美学科目以涵养学生的德行与性情。

蔡元培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

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2］380 1917年，他在北京

神州学会上公开主张“美育代宗教”，认为美育具

有自由、进步、普及的特征，而宗教是强制、保守、

有界的，他认为“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止能以美

育代宗教”［3］204。他呼吁在进行文化运动时不要

忽略其中的美育部分，并提出美育可以通过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来实施。中国近

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认为美育是一种情感

教育，并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公开演讲中多次

谈论美育。他在演讲中谈到，美育可以促使人们

的生活变得有趣，可以促使麻木无趣的民族变得

有趣，可以促使民众的精神觉醒。近代著名学者

王国维较为全面地概述了西方美育理论，并认

为，“教育之宗旨”包含“体育”和“心育”，而心育

中应当包含智育、德育、美育三个部分才能使人

变成“完全之人物”。他曾在《论教育之宗旨》中

这样谈到：“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

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

所不可不留意也。”［3］11就在这种不同美育思想交

流碰撞的背景下，恽代英形成了具有个人独特思

考的美育观念。他在所著文章（如《自然之母教》

《家庭教育论》《儿童教育问题之解决》等）中多次

引用卢梭、达洛克治、福禄培尔、斯通乐勒夫人等

学者的观点进行论证，将他们的思想精华融入自

己的美育理论。同时，他的观念并不被局限在当

时盛行的教育救国论中，相反，他已明确认识到，

仅通过教育救国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在当时的

社会生产力条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

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基于这一认识，1921年

初他在对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沈泽民同志的

回信中，也阐述了他所认为仅通过教育途径解决

不了当下救国问题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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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

本指导

恽代英在青年时期就奠定了唯物主义的思

想基础。1915年，恽代英结束了在武昌中华大

学预科的学习，转入中国哲学系，在大学学习

的过程中，他撰写了一系列具有民主、科学精

神的论文。例如他1915年在《光华学报》第一

期上所发表的《新无神论》中写道：“然吾究主

张无神者也”［4］11，他在1917年3月所撰写的《物

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上则道：“盖客

观之物，虽待主观建全，始足以认识感觉之。

即令主观不健全，不能认识感觉，其客观之物

之存在如故，不可以为离主观而遂无客观

也”［4］136，同年6月，他还撰写了《论信仰》一文，

在文章中他写道：“宗教之价值，在今日且不足

道，而悟于其所主张国教之非也。”［4］281由此看

出，恽代英在当时已经是一位先进的唯物主义

者，他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唯物性和辩证性，他

不信鬼神之说，而是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做

事，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色彩。同

时，他的文章也被《新青年》杂志最后予以采

用，还获得了陈独秀的高度赞扬，他们从中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此后1920年间两人共同翻

译《阶级斗争》奠定了合作基础。此后，恽代英

还撰写了《文明与道德》《原分》《我之人生观》

《哲学之意义》等众多具有反封建性、唯物主义

思想色彩的文章。在思想上，他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理解变得更为透彻，迅速转变为一名马

克思主义者，并在1921年的7月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一员。这也影响了他的美育思想，使得他

的美育思想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具有很强的唯

物性和思辨性。恽代英所著的《斯通乐勒夫人

教育学说》《不用书教育之法研究》等文章从实

践出发，列举教育实例论证他的儿童美育观

点，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充分考虑到当时中国

社会的现状。除此之外，他在阐述自己的儿童

美育方法时，也充分考虑到教育主体的经济条

件，如他提到如果没有条件大肆购买进行儿童

美育活动时所需的剪纸，也可以拿商店的色

纸、包裹用的包装纸等替代。

总之，恽代英的美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具有很强的救亡图存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色

彩，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相互交

流、融合碰撞的产物。同时，又受新文化运动时

期的影响，唯物主义思想引导了恽代英思想的发

展方向，各种民主、科学思想也促进了恽代英理

论体系的发展进步，而近代学者们对于美育思想

的探索，也为恽代英形成系统的美育思想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二、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的基本观点

恽代英美育思想的主要着眼点是人在儿童

时期的美育问题，这和他毕业后在武昌中华大学

附中担任教务主任的经历脱不开关系。他希望

通过儿童时期的美育来塑造出情感发达、具有审

美趣味、思想活跃的未来国民。恽代英美育思想

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育应当在儿童时期打下基础

恽代英认为，如果要对一个人进行美育，那

应当在其儿童时期就打下良好基础。在儿童年

龄尚小时，不要让识字读书课程占用儿童过多时

间，而是应当多进行自然学科和美术学科的教

育，这也是儿童头脑里最适合发展这些知识的时

期。他在《儿童读书年龄之研究》一文中提出：

“儿童三四岁时，每日即能以一小时教之识字读

书作文，而以其余时间，为各种自然学科，或美术

学科之研究。”［5］40恽代英认为，应当在对儿童进行

美育的过程中使用艺术类物品进行协助，增加美

育活动对儿童的吸引力，从而增加美育对儿童的

教育效果。他曾在《改良私塾刍议》中提到：“为

完成教育之用，就课室而言，有课室挂画等

物。”［4］287并认为政府应当对学校提供支持，以供

其购买美育所需物品。除此之外，不单是学校，

他也在《儿童问题之解决（四）》中提出：儿童私室

的图画应当由他们自己选择，作为父母应当注重

图画作为教具时对儿童的引导作用，并强调了图

画是对儿童进行美育的重要教具。他还在《儿童

时间之教育》中提出应向儿童提供色纸、串珠、纽

扣等物品，使得他们能够进行剪纸、折纸、串珠、

刺绣等具有艺术创造性的美育活动，且详细介绍

了如何进行艺术创作教育，展示了其中的方式与

细节。恽代英对儿童美育的内容也提出了要

求。在教育中，他以达洛克治（Jacgnes Dalcuoze）

的观点论证了音乐在美育教育中的重要性:“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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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业,莫精于音乐,音乐者,发达其体力,其风趣,及

其美感者。”具体到儿童音乐教育的内容方面，他

在《家庭教育论》中提出：“小儿之歌谣，亦当注意

其内容及其影响力。”［4］95他认为，音乐并非没有好

坏之分，不同音乐会给儿童身心带来不同影响。

由于儿童尚且年幼，三观尚且不够健全，没有分

辨好坏的能力，他们年幼的大脑容易接受一些坏

的音乐污染，因此，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注意区分

内容的好坏，不要将一些不良的音乐教给儿童。

他在文中也写到：“此等歌谣,即令为随口所唱,不

加以音律者,童之所习,其能深映于儿童脑筋永永

不拔,仍为必然之事。故吾人仍不容不注意之

也。”［4］95他在儿童美育上观点，还体现在儿童教育

方法上。他在《不用书教育之法研究》中提到了

图画、音乐、手工等学科的教育方法，并论述了不

用书教育之法的价值。在学习这些科目时，不用

书学习的学生，仍然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并通

过童子军活动中的美育实践进行了论证。

（二）美育方法选择上应当发挥儿童主观能

动性

恽代英在撰写的《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

值》一文中提出，教育主体应当通过游戏等手段，

为儿童美育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发挥儿童的模仿

本能，引导他们学习正确的知识和技能，为之后

的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恽代英也在所撰写的

《不用书教育之法研究》中谈到应该遵从儿童的

心理，充分发挥儿童的主观能动性，让儿童在学

习中感受到乐趣，通过手工、画图、音乐、体操等

多种美育途径，引导儿童自发性的进行美育活

动。此外，在家庭美育发挥儿童主观能动性的方

面，恽代英还在《儿童问题之解决（四）》中强调应

该把儿童从被动的学习化为主动的学习，在不让

儿童选择有害图案的同时留给儿童自由选择自

己房间里图画的空间。他还强调如果要为儿童

的房间选择某种图画，那么就一定要引导儿童表

达对于这幅画所认为的美点、作者的生平、画面

的主要内容等信息，引导儿童构建自身的审美框

架。他注重家庭教育的作用，要求父母研究一幅

图画并思考如何引导儿童自主地选择这幅图画，

并为儿童提供良好美育环境。在学校美育发挥

儿童主观能动性的方面，恽代英在所撰写的《理

想之儿童俱乐部》一文中，提出学校应当为儿童

美育提供良好的空间，为儿童配备图书室、游戏

室、运动场等场所，潜移默化又影响深远的影响

儿童，发动儿童的主观能动性自发性地进行美育

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儿童的竞争性，进行手

工品竞争、画图竞争、短距离近走一类的学艺竞

争。除此之外，可以为胜利者准备奖品和荣誉，

通过诸如此类的学艺竞争，鼓励儿童自发性地进

行学习探索。在国家美育发挥儿童主观能动性

的方面，他在所撰写的《改良私塾刍议》一文中提

出政府应当在一定层面补贴学校，使得学校的教

室内有挂画等美育物品，学校的操场里有学生体

操或游戏用具，同时，在课室外，应当配儿童图书

馆及标本室模型室等美育场所，鼓励儿童自发地

进行美育学习。

（三）塑造美好品德是儿童美育的重要使命

恽代英曾在《斯通乐夫人教育学说》中引用

哲姆教授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儿童时期是“意

志最敏锐，记忆力最发达”［4］45的时期，适合美育的

发展。他认为，这个时候儿童恶劣的习性还未彻

底养成，正是塑造美好品德，建立正确思想，培养

是非道德观的时候，不要为了学习而抛弃儿童早

年的时光，并提出通过美育手段中的音乐对儿童

进行教育。他在所发表的《儿童问题之解决

（五）》中指出：“至云注意培养其天性者,所以减少

其谿刻残忍之情,并一切机械之心也。能考察彼

之对于某种学术之潜能,如彼颇好习画或造物,因

而发达而辅助之。彼不正当之思想，或将为此学

术的兴味所征服，亦未可知。”［5］91他认为要注意儿

童思想品德的培养，并认为习画或造物之类的美

育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儿童不正当的思

想，让儿童在感受美丑的过程中感受善恶，增加

儿童的是非判断能力、同理心和共情力，促进儿

童心理健康发展。美育是实现“以美育德”的本

源性机制，它立足于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通

过深层次的美育活动净化、满足受教育者的心

理，通过主观性思考进行整合教育，使受教育者

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成长与满足。这使得他的美

育思想中包含了德育的成分。同时，他也在所撰

写的《理想之儿童俱乐部》一文中，将儿童比作一

张容易在上面进行绘画的白纸，提出重视儿童教

育是中西方公认的教育观点，美育教育应当尽早

开始，不应该注重成人忽视儿童。他将儿童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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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德育结合，并认为对于个体而言，儿童时期

都是教育效果最好、最深刻的阶段，在这一时期

的教育成果可以影响儿童的一生。

（四）游戏是儿童美育的主要途径

恽代英认为，对儿童进行美育，应当使用符

合该年龄阶段天性的行为，而不应该违背当时的

儿童心理。鉴于“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之

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要了解艺术

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6］133因此恽

代英认为应当通过游戏教育的方式做到寓教于

乐，这样儿童就不会因进行了违背其天性的教育

行为而对所传授的知识感到厌恶，相反儿童会在

游戏教育的过程中感受到许多快乐，他们的心中

会对美育本身扎下一颗积极向上的种子。恽代

英在所撰写的《斯通乐夫人教育学说》一文中提

到，“则舍游戏外无他事。其教育即游戏也,其游

戏即教育也”4］49，［认为“受教之儿童,应合游戏与

课业为一”［4］49。利用游戏进行教育的观点在他所

撰写的《用书教育之法研究》一文中也有所体现，

他认为应当符合儿童的兴味进行美育，而不应该

是违背儿童的天性、阻碍儿童的游戏时间，将上

课这件事变得如同坐牢一般。他在《自然之母

教》中提出，教育活动本身“如糖梅,苟非小儿所

欲, 不能强之吞咽”［4］52，认为教育不应当采用强迫

手段，而是要符合儿童所需，比如通过游戏等其

他儿童有兴趣的形式，对儿童进行教育。他认为

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儿童求学如饥似渴，在学习中

感受到快乐而不是痛苦，让工作和学习都变得像

游戏一般。恽代英还在其所著的《斯通乐夫人教

育学说》《自然之母教育》《家庭教育论》中提出，

只有目标性地进行游戏，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促进儿童自我发展。他认为，游戏的目的应当有

关道德、智识或是生活的兴趣，在游戏的目标中

加以教育的宗旨，寓教于乐，在游戏中学习发

展。当然，游戏只是进行美育的手段，而非最终

目的，它的最终目的是促使游戏者在改造自然中

实现自我，从外在事物中进行自我创造，这也是

与劳动的本质紧密联系的。同时，他还在文章中

提供了如何利用游戏手段教育儿童的方法，引导

教育者将教育和游戏合为一体，这样一来，就能

达到“无无趣之课业，亦无无益之游戏”的境

界［4］49。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可以利用绘图字块

等儿童玩具辅助教育，使儿童学习的过程更富有

趣味性，而且可以通过画图竞赛等学艺竞争促进

儿童发展，让儿童在一定的竞争中学习，提高儿

童的学习效率。

三、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恽代英的美育思想在当代具有方法论意义

和价值指向性，他的美育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高度重视美育在儿童教育中的地位

恽代英高度重视美育在儿童教育中的地

位。恽代英认为，童年所接受的教育对人的一生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将美育与人的客观发展

规律相结合，认为在儿童时期进行美育教育是符

合该年龄段心理需要的，并将美育教育与家庭、

学校、社会相关联。恽代英的思想启示我们，应

当注重儿童早期的美育发展。美育是促进儿童

智力和体力发育的有效途径，可以很大程度上影

响儿童人格成长。随着儿童美育活动的进行，儿

童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创造能力、理解能力等

得到不断发展。同时，美育也是儿童通过除语言

及肢体外表达自身情感的有效途径，他们可以在

美育活动中自主表达成长路途的喜怒哀乐，并将

自己对世界、对自然的爱用美好方式表达出来。

随着这些情绪地表达，儿童的思维也随之得到解

放。美育的过程同样是儿童对美追寻的过程，儿

童的手眼协调能力、左右脑的平衡发育效果也都

能够得到提高。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美育教

育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本能教育”；儿童对美的追

求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可以说是整个

人类文明对崇高真善美品质的本质渴求，是文明

能够不断发展求索的原始动力。黑格尔说，“审

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7］147我们的儿童美育应

当是让他们不断在教育中寻找美、发现美、领悟

美、创造美，使得儿童自主地抒发对美的情感表

达，陶冶心灵和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并要注重

发展儿童在美育活动中的实践能力，提高他们的

动手实操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大脑与肢体的

协调发育。在公育教学的模式中，儿童个体以合

作方式展开美育活动，在发展儿童审美同时促进

儿童的合作能力、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发

展。通过美的教育培养德行、构建审美、陶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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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最终走向人的全面发展之路。同时，美育本

身和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密切相关。要想促进

儿童身心健康，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走

好综合发展之路，就离不开美育。“因为从根本上

说，人不仅是社会的动物，不仅是政治的动物，不

仅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而且还是有灵魂的动

物，是有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的动物，是一种追

求心灵自由即追求超越个体生命有限存在和有

限意义的动物。”［8］68“美”自从人脑产生之日起，就

蕴含着人类的思维和情感表达，包含着人类对智

能和道德的期待。“美的欣赏也是如此，也是把自

然加以艺术化。所谓艺术化，就是人情化和理想

化。”［6］116所以，美育应当是通过一种灵活而不刻

板的形式，从心灵上真正去引导儿童、教导儿童，

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应该是一种超

越功利的教育，它在儿童心灵上构筑了一个名为

“美”的灯塔，潜移默化又影响深远地塑造了儿

童。因此，我们要考虑好教育的方式手段，从实

践出发。可以这么说，“美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

育方式，其独有的内涵和性质，并不能由人主观

任意去设定，而是由其所使用的媒介手段、所达

到的直接和间接效果，以及作为其实践基础的审

美活动的根本价值所必然决定的。”［9］954在当前的

美育工作中，应当更加重视儿童美育的发展，通

过美育方式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并在数字化时代

的背景下，让教育方式跟上生产力发展条件，不

断改良创新美育方式，将美育课堂与计算机网络

工具结合，注重美育中儿童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

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让儿童自发性寻找美、发

现美、领悟美、创造美，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培

养审美兴趣，陶冶美的情操，使儿童自身达到和

谐的状态，最终更好地实现高素质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

（二）尊重儿童主体性激发自身兴趣

恽代英认为，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层面，

教育主体都应当为儿童美育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并强调应当充分发挥

儿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让儿童自发性地进行

美育学习。因此，要注重美育方法上的创新，发

展儿童自身兴趣，提高儿童自身积极性。除了

恽代英多次提及的游戏方法外，还可以利用现

代化的计算机设备进行技术支持，不再局限于

传统课堂，而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综合课堂

进行；鼓励课堂从教师主体向儿童主体转化，灵

活地教育儿童，脱离教师的单向灌输形式，引导

儿童化被动为主动，自发性地去发现美，进行美

育活动；并兼顾知识与美的协同培养，使其相辅

相成；在儿童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不断提高的

同时，培养儿童自身的审美情趣；注重儿童自身

个性化发展及其思维能力地培养，更多地发挥

儿童与生俱来的天性。要注意到的是，美育并

非是一种概念性、标准化的教育，美是多元的，

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而是一种个体化的认

知，儿童可以拥有对于美的不同认知与评价，通

过不同手段进行美的再创造。在公育模式下，

注重儿童与儿童之间对美的交流与表达，通过

教师主体引导不同审美认知的儿童互相进行交

流，表达自身审美情趣，并利用审美碰撞发现全

新的美，促进儿童的人格发展。除此之外，不论

是在儿童的家庭层面、学校层面，还是社会层

面，都应当为儿童提供具有审美趣味的场所，使

其能够自由且健康地发展美，父母与教师等教

育者也应当从言谈举止出发，正确引导儿童身

心成长。同时需要兼顾不同儿童对不同美育方

式的适应性及不同社会生产力情况下的需求，

进行符合个体需要又适应时代潮流的创新，进

而使教育者更好地在儿童心田上播种美、浇灌

美，培养儿童审美能力的发展，发展儿童自身的

兴趣，并在美育活动中促进儿童同理心、责任

感、逻辑思维等的发展，使得儿童即使日后长大

成人也不会在审美活动中思维僵化、思想困顿，

仍有自发性地创造感悟美的能力。

（三）遵循儿童的生长规律选择适当美育方式

恽代英认为，人的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心

理特点，美育教学的进行应当符合儿童年龄段的

特征，“儿童之教育,必顺其自然,宜以渐浸润,不宜

骤然贯注。”［4］43恽代英把游戏作为儿童美育的主

要方式，贴合了人类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通过

游戏手段来引导儿童学习，使他们进行美的实

践，能够推动他们更好地了解自然，融入社会，让

他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地探索美，让他们把美

看作追求真理道路上的灯塔，在游戏中养成对学

习的兴趣，激发自身的逻辑思维与想象能力，带

着快乐去学习。这样一来，学习就不会是一个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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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而乏味的过程，求索的路上处处充满着美与欢

乐。通过游戏手段，儿童可以在学习知识的过程

中获得快乐与满足，不断地寻找美、创造美、发现

美，用美的眼光去改造现实世界并与之相共鸣。

值得强调的是，游戏虽然是美育的手段、艺术的

雏形；但从人的教育发展角度来看，游戏不能满

足儿童身心发展的全部内在需求。对此来说，

“游戏是本能伏根，但是因为它同时需要带有社

会性，须留有作品传达情思于观者，不能不顾到

媒介的选择和技巧的锻炼。它逐渐发达到现在，

已经在游戏前面走得很远，令游戏望尘莫。”［6］143

同时，美育应当是一种前进、上升式的教育，是迸

发着人类文明火花的教育，它把人类情感中的

真、善、美融入其中，与假、丑、恶相对立。在教育

者对儿童进行教育活动的同时，应当注重不同美

育方式的充分利用，寻找充满趣味的方式，而不

是单一片面地传达枯燥乏味的知识或是使用僵

化的教育流程。四育应当协同发展、相辅相成，

使得儿童的感性与理性一并得到培育，寻找适合

儿童个体的美育方式，培养美好人格，促进全面

发展。

（四）通过审美教育积极培育美好人格

恽代英认为，通过审美教育能够很好地塑

造儿童的思想品德，避免儿童养成荏弱冗遢的

习气。通过绘画、造物、音乐等美育手段培养儿

童审美能力，让儿童在审美体验中得到精神境

界的纯净和道德境界的培育，使他们的正性情

感在审美感知过程不断沉淀，为儿童在今后发

展的过程中构建起一堵抵御负面心理状态的屏

障。正所谓知美丑，方知善恶。我们肯定美，方

能肯定善，摒弃恶。一个人若是无法顺利地感

知到美，那就更难感知到德与善了。我们今天

的教育，应当是一种审美教育，它可以给受教育

者不同的情感体验，通过情感感知，在审美中增

加道德层面的理解，增进人的正性情感激发，具

有一种“化育”的作用。我们通过审美教育将德

育融入其中，陶冶人、培育人、发展人，努力摒弃

人性自身的劣根性，使规范性的社会公序良俗

通过情感融入和道德激发等手段，潜移默化又

影响深远的塑造、升华我们的儿童，培养他们成

为一个优秀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有

公民，而不是一个思维困顿、头脑麻木，沉溺于

低俗世界的人。同时，审美教育可以说是“以美

育德”的内在发展动力和根本保证，我们通过以

美化德，用一种更加主动的方式去感染儿童，使

得受教育者自觉自愿地接受感化，让他们在精

神世界上获得感染与升华，获得身与心的宁

静。通过正面的情感体悟塑造儿童的道德心理

结构和内化行为模式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不

应该通过强制性手段为儿童硬性输入规章法

制、社会秩序构建其行为模式。这种符合自然、

符合人性的教育方式，也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儿

童本身德行的发展，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从而

更好地探索物质世界。

（五）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美育理论体系

恽代英的儿童美育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美

育精神为基础，借鉴西方优秀美育思想，吸收

借鉴了孟子、卢梭、福禄培尔等诸多中外学者

的思想精华，通过教育实例证明了儿童美育的

重要性，并对于诸多学者观点进行思考总结，

客观陈述了儿童美育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

与此同时，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观点的构建与

发展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指导，在

他的思想理论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意识的本

质和反作用，提出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并认识到发挥主

观能动性要从实际出发，要考虑到当前的物质

条件和物质手段。如，在他儿童美育思想的实

践方面，充分考虑到儿童年龄段的喜好，提出

要通过游戏等儿童感兴趣的途径提高儿童的

自主学习动力，并在分析如何为儿童营造良好

美育环境时，充分考虑到了当下的社会条件和

生产力情况，考虑到了不同家庭的经济情况，

为他们寻找了不同美育教育手段中所需的教

具，且提供了替代品和教学替代手段。恽代英

的美育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长期理

论实践中形成的，他的观点不是空中楼阁，里

面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总观点和总特征，他将

美育和智育、德育、体育三者紧密联系，正确认

识到了他们的根本性质，在新时代仍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当前，数字互联网等电子媒介，提

供了儿童美育教育的新载体，丰富了儿童美育

的内容，改变了儿童美育的模式，为美育环境

提供了新思路，也提出了新挑战。高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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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网络使得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没有墙的世

界美育场所，但也导致了诸多不良网络亚文化

快速传播，使得还没有正确树立好审美价值的

儿童在纷繁错杂的网络环境中容易陷入审美

异化的困境。因此，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

代，我们的美育方式需要跟上生产力发展步

伐，不断改良创新美育方式，将美育课堂与现

代化的信息网络工具恰当结合，让儿童自发性

的去寻找美、发现美、领悟美、创造美，树立正

确的审美价值，培养审美兴趣，陶冶美的情操，

使儿童自身达到和谐的状态，最终更好地实现

高素质的全面发展。

恽代英的儿童美育思想是近代中国教育体

制改革的重要尝试，他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分析儿童美育问题、重视美育地位、鼓励发挥

儿童在美育中的主观能动性、着眼于美育中的

思想道德培养、通过游戏作为美育方法途径的

思想，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

作用，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学习价值。在我国

当代的美育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现代化电子

媒介，遵循美育特点，不断探索美育新途径，并

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在美育过程中充分

利用中华优秀传统美育精神树立儿童文化自

信，让新时代儿童在科技化的美育手段中身心

健康发展。同时也应当注意切勿因为一时疲

懒，让儿童长时间接触电子媒体产生过分暴露

的问题，具有强刺激的网络工具使得儿童在接

受美育时的感知阀值不断抬升，长此以往不利

于儿童注意力集中，同时还会导致儿童的感知

通道发展受限，对儿童的美育发展起到负影

响。总之，我们应当切合当下需求，在吸收恽

代英儿童美育思想精华的同时，推陈出新，开

拓进取，让美育思想在新时代换发出新的生机

活力，用美与善的力量滋养心灵，培育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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