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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创新能力主要由创新视野、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创新精神四重要素构成。创新是对未知

的探索与向往,这既包含求真,也包含悟美,体现出人类在面向未知与未来时对真与美的渴望。研究生创新

能力培养的美育理路在于以美启真,发挥审美想象以拓宽创新视野、增强审美体验以培养创新意识、强化审

美判断以养成创新思维、提升审美境界以涵育创新精神。基于此,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应在课程建设、教学

方式、师资建设、活动开展四个方面着手:实现从美育课程到课程美育的理念转变,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美感熏

陶,全面提升教师的审美素养,营造全方位的浓厚美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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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应
注重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应有贡

献。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对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

程度与整体水平正在日益提高。由教育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

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坚持创新引领,增强

研究生使命感责任感,全面提升研究生知识创新和

实践创新能力”[1]。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已在各

方面努力推进。例如,“近年来,中国研究生创新实

践系列大赛已为逾60万名在校研究生提供了创新、
交流、展示和择业的平台。”[2]32 在科研训练方面,
75.6%的学术学位研究生认为,科研训练对增强创

新能力的作用是很大或较大的。[2]103 然而,研究生

创新能力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创新视野狭

窄、创新意识淡薄、创新思维局限以及创新精神不足

等方面。这亟须进一步探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以

解决上述问题。从美育视角探讨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培养问题既有重要性也有必要性。一方面,美育在

创新性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何认识美

育在创新性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是美育的一个

富有时代特点的新课题。”[3]另一方面,现有相关研

究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对美育与学生创新能力的

关系认识不够,美育激发创新潜能的机理认识不

清”[4]。实际上,以美启真不仅是一条教学原则[5],
同样也是研究生教育所应遵循的一种教育理念。基

于此,本研究遵循以美启真的逻辑,探讨研究生创新

能力培养的美育理路。

一、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构成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构成,现有研究已有比

较丰富的解释,主要涵盖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视

角从“能力”的角度出发,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构成

解释为一系列能力的综合叠加。在一般意义上,研
究生创新能力主要包括知识创新能力与实践创新能

力两个方面[6],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理论创新以及

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能力两个方面[7]。一方面,知
识创新能力为很多学者所关注。例如,有研究专门

探索了导生匹配度对研究生知识创新的影响[8]。也

有学者侧重从知识创新的角度将其解构为“掌握新

知识和新方法,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想和新观点,



产生创造性成果的能力。”[9]另一方面,实践创新能

力同样是理解研究生创新能力构成的重要视角。从

科研实践出发,研究生创新能力主要包括提出问题

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产出创新成果的能力

三方面[10]。此观点与前述观点的相似性也体现出

知识创新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之间的密切关联,即
均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创新成果产出三个方

面分析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构成[11]。在此基础上,还
有学者根据不同学科背景,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探

讨具体化。例如,有学者分析文科研究生的创新能

力,将其解构为感知和发现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能

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书面写作能力、沟通交流能

力与组织合作能力[12]。另一种视角基于对“创新”
的理解,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构成视为诸多创新要

素的系统整合。综合已有研究,这包含创新视野、创
新意识、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等诸多方面。首先,很
多学者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核心进行了探讨,有学

者认为是创新视野[13],有学者强调是创新思维[14]。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核心构成为何尚无定论,但不同

观点的争鸣却充分体现出了创新视野与创新思维是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构成。在其他的一些研究

中,尽管未从核心的意义上看待创新思维,但大多承

认了其作为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构成要

素[15]。与此同时,对于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的强调

也是现有研究所关注的方面[16]。根据以上梳理可

知,“能力”与“创新”两种视角共同提供了较为完整

的研究生创新能力构成的研究图景。研究生创新能

力主要包含创新视野、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创新

精神四重要素,四重要素贯穿于知识创新能力与实

践创新能力两大维度之中。这为探讨美育与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二、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美育逻辑

杜卫指出,“美育是主要培养人的感性方面能力

和素养的教育。”[17]较之智育,美育与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养的内在关联存在不同之处:智育主要在知识

积累、技能养成等“知性”“逻辑性”方面与研究生创

新能力培养产生显性关联,是一种“硬”支持;美育主

要在审美想象、审美体验、审美判断以及审美境界等

代表着“感性”“非逻辑性”方面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产生隐性关联,是一种“软”支持。“由于研究生是

具有多种发展潜质与多重发展需要的人,而以书本

知识、智力、理智为内容的研究生教育的共同特点是

侧重人的‘知性’”[18],这就使得探讨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养的美育逻辑显得十分重要。
(一)审美想象与前瞻性的创新视野

具有前瞻性的创新视野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前

提。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实践创新,均是在继承已

知的基础上探索未知的过程。找到已知中的局限之

处是探索未知、发展新知的起点。这就要求研究生

要具有广阔的创新视野,不仅要“向后看”,充分了解

所研究领域中已有的知识积累;更要“向前看”,大胆

开拓探索新知的方向与路径。这一探索的过程,不
仅需要坚实的知识基础、严密的逻辑思维,同样需要

发挥具有“非逻辑性”的甚至是“天马行空”的想象的

重要作用。想象的无限可能性蕴含着视野的无限广

阔性,继而孕育着蓬勃的创新潜力。想象对于学术

研究、科学创造的重要意义历来被人们所强调。怀

特海指出了大学传授知识方式的特殊性,即以充满

想象力的方式来传授[19]。《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

今天和明天》这一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想象力既是

艺术创造的源泉,也是科学发明的源泉。”[20]审美想

象既是美育范畴内的关键概念,也是想象在这一范

畴内的具体表达。审美想象与广义上的想象的不同

点在于,审美想象更加强调悟美的逻辑,即在对事物

之美的不懈追求中探索、建构事物的未来可能性。
例如,在对称性的美学思维下,麦克斯韦充分发挥了

审美想象的作用,在麦克斯韦方程组中增加了位移

电流项,做到了电与磁的对称,成为了由悟美而通往

求真的经典案例[21]338。在审美领域,想象是审美主

体回应、欣赏与重建审美客体的过程,蕴含着天然的

蓬勃创造力[22]。审美想象与前瞻性的创新视野之

间的关联,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审美想象注

重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有研究认为,审美想象产生

于想象如何以经验的偶然性来表现现实(即事物的

本质)[23]。这意味着,审美想象不是对事物细枝末

节的关注与猜测,而是试图通过经验的偶然性直指

背后的必然性,即事物的本质。具有前瞻性的创新

视野,意味着透过纷繁复杂的知识体系,找到本领域

研究的发展主线与重要观点,进而在把握本领域研

究本质的基础上找到最为重要的研究发展脉络。其

二,审美想象注重对个性的彰显与不可重复性的强

调。“审美想象的结果在范围、规模、形态、功能、特
点上比现实的事物更新异,是鲜明个性的显化和不

可重复的创意所凝结的形式昭示。”[24]在很多情况

下,审美想象往往是灵光一现而转瞬即逝的存在,其
中蕴含着鲜明的个体性与个性化体验。具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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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视野,意味着在众多已有的思考、研究视角中

合理地另辟蹊径,既在意料之外又在学理之中的个

性化思考,是丰富研究视角、拓宽研究视野的重要保

证。其三,审美想象注重对未来可能性的积极创造。
也就是说,审美想象“能够调动起一切活跃而积极的

因素,大胆地预见未知,设想未来”[25]。可以说,创
新过程中的审美想象既蕴含着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不

满足,也昭示着对未来研究成果的新期待。具有前

瞻性的创新视野,意味着在对“更好”的未来可能性

的向往中不断前进。正如孙正聿教授以“桌子”为例

的阐释:“我们把面前的‘这个东西’称作‘桌子’,并
不意味着我们认定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桌子’,
恰恰相反,它会引发我们对‘桌子’的样式、属性和功

能的无限的联想和想象,从而去创造更‘好用’、更
‘漂亮’、更‘新颖’、更‘高级’的‘桌子’。”[26]从这个

意义上讲,发挥审美想象的过程,就是在现实的基础

上不断地突破现实,拓宽创新视野,并向着理想状态

不断迈进的过程。
(二)审美体验与纯粹性的创新意识

具有纯粹性的创新意识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基

础。创新意识涉及对创新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等问题

的深刻思考。所谓纯粹,就是超越仅为个体物质利

益与名誉地位获得等功利性目的而创新,达到为知

识进步、社会发展而创新的理想境界。创新意味着

知识的不断革新、思想的不断进步,以社会实践为来

源,并以推动社会实践发展为目的,这同样是创新能

力的重要价值指向。具体而言,研究生的创新意识

应指向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价值追求,而非出于谋

求个人名利的考虑。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开端,
应是“摒弃功利心的纯粹惊异与原始冲动。”[27]试
想,如果研究生创新仅仅是为了发表论文、达到毕业

要求等个体性的功利目的,那么其必然会陷入为了

功利而创新、为了创新而创新的狭隘循环中。发现

知识的惊异之心为功利所蒙蔽,从起点上就注定了

难以产生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反之,如果研究生将

这种纯粹惊异、原始冲动与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价

值追求相结合,那么其人生价值将在奉献中得到极

大彰显。价值创造得到体现,内心自由才得以真正

实现。从上述分析可知,纯粹性的创新意识既蕴含

着面对知识创新与实践创新时的一种非功利性态

度,也彰显着在创新过程中对知识求索与实践探索

的情感流露。审美体验在这两方面与纯粹性的创新

意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一方面,审美体验强调非

功利性的审美过程。德国学者玛丽亚·E·艾希尔

强调了作为审美体验特质的审美态度应具有无关切

性。即对事物本身抱有兴趣,而非将其视为实现其

他目的、满足其他需求的手段[28]61-65。这显然是审

美体验非功利性的另一种话语表达。王国维亦有

言:“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

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

粹之快乐也。”[29]创新不仅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是

一个悟美的过程。研究生如果能将科研创新视为审

美对象,在审美态度的观视下对其产生强烈的审美

体验,那么非功利性的创新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便会

自然生成。另一方面,审美体验同样强调情感的注

入与生发。美与情感的密切关联在逻辑上决定着审

美体验的情感指向。黄济先生指出:“美就是好的形

象所引起的人的愉悦的情感体验。”[30]根据情感的

类型而言,伴随审美体验而产生的情感体验与纯粹

性的创新意识之间的关联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其

一,审美体验中产生的愉悦与纯粹性创新意识之间

的良性循环。当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投入了强烈、
专注、非功利性的情感时,所产出的科研成果会为其

带来一种愉悦的审美体验。而这种愉悦的审美体验

又能促使研究生进一步投入情感,坚定纯粹性的创

新意识,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亦有学者将此种

情感称之为“理趣”,即“在求真求善的过程中所产生

的愉悦心态和兴奋之情”。[31]其二,审美体验中产

生的震撼对纯粹性创新意识的滋养。当研究生在科

研过程中被前人所构建的宏伟知识体系所震撼时,
既会因为短时间内无法全部理解但渴望理解而感到

痛苦,又会因此而唤醒内心深处对探索未知的求知

欲。换言之,科研过程中的审美体验能够唤醒我们

因不理解某些事物而产生的痛苦感并消除安于已有

知识现状而疏于探索的麻木感,[21]408 从而推动着为

知识进步而创新的创新意识养成。
(三)审美判断与辩证性的创新思维

具有辩证性的创新思维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核

心。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是结果导向,更是

过程导向。也就是说,不仅要看创新成果的多少,更
要强调创新思维的养成。创新思维是对何为创新、
如何创新等问题的根本性认识。可以说,对于事物

的辩证性思考,是保证多视角、全面性分析问题,进
而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

义上看,创新思维的养成就是一种辩证思维的养成。
实际上,创新行为的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辩证性。
创新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而是站在前人肩膀

上的合理突破。好的创新必然以好的传承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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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传承也必然以好的创新为保障。聚焦研究生创

新能力,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理

解为传承已知与探索未知之间的关系。传承已知,
就是不断积累、梳理已有知识的过程;探索未知,就
是运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产生新知的过程。
如果过于注重传承已知而忽视探索未知,那么很容

易趋于保守,囿于成见;如果一味强调探索未知而忽

视传承已知,那么对于未知的探索也只能流于幻想,
创新也就成了空谈。审美判断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

性,研究生在审美判断的过程中,其辩证性思维会得

到充分训练,这对创新思维的养成大有裨益。首先,
审美判断蕴含着对美与丑的辩证统一性。审美的判

断不仅是一种事实判断,更是一种价值判断。这意

味着在对“美”与“丑”的辩证判断中蕴含着鲜明的价

值取向。作为价值判断中的一种,审美判断也可称

之为审美价值判断,是“对客体的审美属性做肯定或

否定论断的判断。”[28]99 在价值引导中,关于“美”与
“丑”的辩证判断就不再仅是停留于表面上的外表、
形式等的判断,而走向价值意蕴的深处,深入思考何

为美、何为丑的价值内涵,从而更加凸显出审美判断

的辩证性意蕴。其次,审美判断蕴含着客观性与主

观性的辩证统一性。美作为审美主客体在审美关系

的交织中所产生的具有主客观性的存在,对美的判

断自然也同时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特征。正如梅内

尔所言,从为人类主体的愉悦提供现实或可能的影

响而言,审美判断是“主观的”;从独立于使用它们的

人的态度而显现真实和虚伪而言,审美判断是“客观

的”[32]。再次,审美判断蕴含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

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审美判断的主观性彰显出每

一个审美判断主体对于美的不同理解,显现出多样

性与个性;审美判断的客观性则体现出审美判断群

体对于美的相同理解,显现出统一性与共性。实际

上,审美判断的能力正是在共性与个性的共同孕育

中,在从共性到个性再至共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养

成[33]。最后,审美判断蕴含着形象思维与抽象思

维的辩证统一性。与其他类型的判断不同的是,
审美判断往往是一个直觉判断与价值判断交互进

行的判断过程。直觉判断对应着形象思维,价值

判断对应着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是灵感和直觉

的体现,往往先于抽象思维,是抽象思维形成和发

展的 触 角,其 本 身 就 富 有 认 知 功 能 和 创 新 价

值。”[4]基于形象思维的直觉判断与基于抽象思维

的价值判断在或统一或冲突的辩证交互中共同构

成审美判断的主要过程。

(四)审美境界与恒久性的创新精神

具有恒久性的创新精神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保

障。所谓恒久性,既指在创新过程中不畏权威与不

受已有知识体系束缚,持续而执着地追求真理的信

念;也指在创新过程中不为名利所累,自由而恬淡地

探索真理的愉悦。恒久性的创新精神是推动研究生

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克服困难,挑战自我并实现突破

的有力保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的意见》中强调,要“大力弘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

的创新精神。”[34]从美育的视角看,审美境界的提升

对于恒久性创新精神的养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

用。“审美境界充分体现了审美主体对审美价值的

最高追求,往往激励着审美主体在生活实践中持之

以恒地坚持和探索美的真谛和意义。”[35]在较高的

审美境界中,科研创新过程中的求真与悟美可以做

到高度统一,求真的过程即悟美的过程。对美持之

以恒的追求也自然过渡到对真坚持不懈的探索,进
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坚忍不拔、恒久稳定的创新精

神,推动着创新过程的持续稳定发展。在层次上,审
美境界大体可分为感性愉快的审美境界、领悟愉悦

的审美境界与精神愉悦的审美境界三层。其中,精
神愉悦的审美境界与恒久性创新精神的养成关联最

为密切。这种审美境界既是一种“悦志”境界,即伦

理情感与哲学思索的交融而形成的道德精神的高扬

与奋进;又是一种“悦神”境界,即超道德本体的人与

自然的交融[36]。简言之,这是一种物我两忘、天人

合一的审美境界。在这样的审美境界中,蕴含着高

度的审美自由。所谓审美自由,就是让人在超脱外

物所累的境界中追寻内心自由,回归人之所以为人

之根本。可以说,“审美之自由使人回归本性,时刻

展开无穷之可能,此即‘人性’之所在,亦为人之价值

创造之根源。”[37]从创新的角度而言,这亦可称之为

一种创新自由,通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进一步而

言,“人的创造力皆源于审美自由的内直觉和哲理的

内沉思”,[21]415因此,在审美境界的提升中涵育恒久

性的创新精神,既有哲学逻辑上的合理性,又源于创

造力的本质特性。
综上可知,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美育逻辑在

于美真合一,即发挥审美想象以拓宽研究视野、增强

审美体验以培养创新意识、强化审美判断以养成创

新思维、提升审美境界以涵育创新精神。求真为悟

美提供了理性指引,悟美为求真提供了感性滋养。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美育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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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才具有了看似内隐实则重要的逻辑关联,这为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美育路径提供了理论启示。

三、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美育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美育路

径应具体展开为课程建设、教学方式、师资队伍以及

活动开展四个方面。
(一)课程建设:实现从“美育课程”到“课程美

育”的理念转变

发挥美育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首先

要从美育课程入手。在大美育的格局下,美育课程

已不仅局限于公共艺术课程与专业艺术课程,而是

逐步深入至各学科课程中,形成了公共艺术课程、专
业艺术课程与学科美育课程有机统一的立体式美育

课程体系。这背后彰显出了从“美育课程”到“课程

美育”的理念转变。从美育的维度来看,公共艺术课

程与专业艺术课程属于艺术美育范畴。尤其对公共

艺术课程而言,其重点在于普及性。“大学美育公共

课不是专业化的精英教育,而是惠及所有专业学生,
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普及性教

育”[38]。同样,艺术教育并非仅指向艺术类专业学

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同样广泛地面向非艺术专业类

的广大学生群体的艺术素养的提高。艺术教育“通
过触及受教育者的直觉、天性来唤醒他们的感性创

造能力”。[21]157具体而言,在公共艺术课程与专业艺

术课程建设中,要构建音乐、舞蹈、影视、诗歌、戏剧

等多种艺术形式交织的艺术课程体系,丰富课程类

型,提升课程质量,为增强研究生的审美体验以及审

美境界提供丰富的审美资源。与此同时,学科美育

课程属于科学美育范畴。在挖掘各学科中所蕴含的

丰富且多元的审美资源过程中,实现科学与艺术的

融合,真与美的融合。具体而言,学科美育课程中的

审美资源集中呈现为科学美。科学美是一种理性的

内在美[39]。具体表现为逻辑与形式上的简洁、对称

等。这一美感产生的根源来自“人类在掌握了客观

世界内在奥秘之后而产生的心理满足和精神愉

悦。”[40]由此可知,这对发挥研究生的审美想象力、
增强其审美判断力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在由公共

艺术课程、专业艺术课程与学科美育课程综合构成

的大美育课程体系中,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

供了多类型、多层次、系统化的审美资源,使其在各

专业课程学习与艺术课程学习中均能够获得美的熏

陶,进而促使其创新能力的养成。

(二)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美感熏陶

发挥美育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其次

要从教学方式入手。任何学科的教学,其过程本身

蕴含着一种审美资源。较之于课程内容中的审美资

源,教学过程中的美感呈现显得更加隐晦,但却能够

在更宽广的范围中增强研究生的审美体验。原因在

于,理想状态下的教学本身即一种艺术。而这种艺

术中所呈现的美感使得教学过程本身可以成为一种

审美对象。关于教学的艺术性,夸美纽斯在《大教学

论》中已有提及:“我们敢于应许一种‘大教学论’,就
是一种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41]。
教学的艺术性集中体现在教学方式上。诸如“因材

施教”“循序渐进”等广为人知的教学方式既是经典

的教学理念,也从尊重个性、注重节奏等方面体现出

鲜明的艺术性。对于艺术类课程的教学而言,可通

过参与式教学、体验式教学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

趣味性与有效性,为研究生提供更为直观且深刻的

艺术滋养,从而为强化研究生的审美判断提供丰富

的艺术资源支持。对于其他专业类课程教学而言,
要充分挖掘教学方式中的个性美与节奏美等,将教

学本身变成一种审美对象,促使研究生浸润在美的

教学环境与教学过程中,从而更好地发挥审美想象

并增强审美体验。
(三)师资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的审美素养

发挥美育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还要

从师资建设入手。无论是挖掘课程内容还是教学过

程中的审美资源,教师的引导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意味着,育美而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前提,是提

升教师的审美素养。这便涉及了美育教师的师资建

设问题。从最为广义的层面上讲,研究生的导师以

及各学科教师均应是研究生的“美育教师”。因为,
教育者的人格魅力美本身就是无形的美育资源,影
响着美育的实际效果[42]。进一步而言,“美育不仅

是相关专业教师的职责,不同学科的老师可通过课

程内容添加或深入探讨与课程相关的美育议

题”[43]。因此,应从美育的视角开展对各学科教师

的相关培训,促进其审美素养的提升。从而使各学

科教师成为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等过程中提升审美境

界的引路人。与此同时,还要关注艺术类专业教师

的建设问题。可聘请知名艺术家等艺术从业者担任

教师,为研究生提供高层次的艺术滋养与深度的审

美体验。此外,还应开展相应的教师审美素养的评

价,从激励与监管的方面促使教师加强自身的审美

修养,进而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加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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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且深刻的美育引导。
(四)活动开展:营造全方位的浓厚美育氛围

发挥美育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最后

要从活动开展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是营

造浓厚美育氛围的重要举措。美育氛围营造的实

质,是为研究生发挥审美想象、增强审美体验、强化

审美判断并提升审美境界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空

间。正如RamseyAffifi所探讨的,提供感受、思考

和回应美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44]。具体而言,旨在

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美育活动可在如下几个方面

开展。其一,强化科学研究成果中的美感呈现。可

通过举办科研成果之美主题展览等方式,将科研创

新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美以图片、音频、视频等最为直

观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不仅可帮助研究生更为深入

地了解科学研究,而且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的感性

刺激,激发他们的审美想象,从而拓宽其在本专业领

域的创新视野,推动创新成果的形成。其二,丰富校

园内的艺术类文化活动。一方面,提供丰富的校园

艺术类演出、展览资源。诸如话剧、音乐会、舞剧、诗
剧、主题艺术展等,为研究生提供丰富的欣赏各类艺

术之美的机会,在艺术欣赏中强化审美判断;另一方

面,举办歌唱、舞蹈、书法、绘画、诗作等一系列艺术

类比赛,为研究生提供创造各类艺术之美的机会,在
创造中升华审美判断。其三,定期开展自然美育的

课外实践活动。置身于自然景观之中是增强研究生

对自然之美的审美体验的最为直接有效的做法。自

然审美需要对环境与自然采取心理的介入[45]。通

过春游踏青等多种形式,研究生可在丰富多彩的自

然景观进行摄影、绘画、歌唱、吟诗等多种活动,进而

形成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审美对话,在与自然景

观的精神交流中放松身心,洗涤心灵。
总之,真与美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主题。在很大

程度上,美真合一是哲学逻辑的落脚点,美真一体的

理论关键点就在于创新。“科学与艺术都讲求创新,
最终都要求达到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境界。”[21]359

在美育视角下思考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既是在

高等教育阶段如何开展美育的创新性思考,也是从

感性教育的角度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探索性思

考。在美育的感性与智育的理性的碰撞中,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也许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

润物细无声而富有感性的美育,深入研究生的内心

世界,唤醒研究生内在的创新视野、创新意识、创新

思维与创新精神,以美启真,为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提供强大的内生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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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kingEnthusiasmtoSeekTruththroughAestheticEducation
———OntheTheoreticalPathforFosteringInnovationAbilityofPostgraduateswithAestheticEducation

ZHANGXianlu
(InstituteofEducation,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Theinnovationabilityofpostgraduatesmainlyconsistsoffourfactors:innovativehorizon,innovativeconsciousness,
innovativethinking,andinnovativespirit.Innovationistheyearningforandexplorationoftheunknown,whichcontainsboth
seekingtruthandapprehendbeauty,reflectingthedesireofhumansfortruthandbeautywhenfacingtheunknownandthe
future.Thetheoreticallogicalandpracticalpathofaestheticeducationtocultivatinginnovationabilityofpostgraduatesliesin
provokingtheirenthusiasmtoseektruththroughtheaestheticeducation,whichmeansweshouldbroadentheinnovative
horizonwithaestheticimagination,cultivateinnovativeconsciousnesswithaestheticexperience,fosterinnovativethinkingwith
strengthenedaestheticjudgment,andinspireinnovativespiritwithenhancedaestheticappreciationlevel.Tothisend,the
authorproposesthat,intermsofcultivating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weshouldstartfromfouraspects:curriculum
construction,teachingmethods,constructionofteachingstaff,andactivityarrangement.Theauthoralsosuggeststhatwe
shouldrealizetheconcepttransformationfrom “aestheticeducationclass”to“class-basedaestheticeducation”,infiltrate
aestheticedificationinsubjectteaching,comprehensivelyimproveteachers’aestheticliteracyandcreateastrongaesthetic
educationatmosphereacrosstheboard.
Keywords:aestheticeducation;postgraduateinnovationability;innovativehorizon;innovativeconsciousness;innovative
thinking;innovative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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