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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地域景观美育实现路径探索
曾文熙　袁　园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乡村振兴视域下地域景观美育路径探索，旨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地域景观的资源挖掘来促进乡村振兴的美育之路。

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文化火种，地域景观资源丰富，美育要从当地收集素材，并与当地的文化、景观相结合，

从而开展乡村的特色美育活动，通过景观美育实践，激发乡村学生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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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观美育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一）美育教学

美育既是一种美学教育，又是一种情感教育，它在立德树人

中起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早在 1906 年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

旨》中，对其下了这样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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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并改进

美育工作，要以美为核心，以文化为核心，使学生的审美素养、

人文素养得到提高。

（二）乡村学校景观美育的缘由与诉求

以教育助推乡村振兴、赋能乡村振兴，美育可以发挥重要功能。

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乡村的基础生活设施建设得到了

进一步的完善，一些地区的乡村还会在墙上进行绘画来增添文化氛

围，这些墙绘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旧乡村的视觉感受，从而

为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文化氛围。虽然乡村的村景村貌得

到了治理，实现了乡村整洁，乡风文明的面貌整体提升，但这些只

流于形式，没有达到预期的审美教育效果和乡村文化振兴的要求。

景观是较晚兴起的一种审美范畴。因为城市建设等对需要景

观来改善环境，美学与某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融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以景观为研究内容的美学分支，景观也成为了美学专

业的研究对象。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学的研究

范围越来越广，成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学科——环境美学，景观

也被纳入到了这两个学科中，并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从这一

点可以看出，当前“景观”一词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其外延也

是相当广泛的。因此，景观美育不仅是审美教育，也是一种融合

了人文、科学和生态学的环境教育。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

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火种，乡村的地域景观资源丰富，美

育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乡村区域特色文化与景观，围绕地域环境、

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开展一系列的特色美育活动。通过景观美

育实践唤醒乡村学生对故土的认同感、归属感，让乡土文化的种

子在乡村扎根。

二、乡村美育现存状况与面临问题

部分农村利用视觉影像表现农村文化，此为培养、提高农民

的审美情操。乡村民众他们可以从视觉上感觉到农村的变化，但

是这种感觉只是表面的。许多人的审美观念并不是很强，他并不

清楚什么是“乡村之美”。他们不在乎乡村艺术表达的内容，只

在乎它所带来的物质上的改变。在针对青少年的美育教育中，艺

术与美育教育发展还存在着城乡、地区的不均衡。尤其是在乡村，

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学风淡薄，美术资源匮乏。

（一）对于美育的不重视

部分乡村教师将美育教学视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理念，

表明乡村教师对美育的功能有了认识，并能关注美育对提高审美

素质、促进身心发展的意义。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把

开展审美教育作为一种以完成学校教育任务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方

式。农村教师对美育教学的实践并没有抱持乐观的态度，有些农

村教师对于美育理论、美育课程与实践、美育与美术教育的内部

融合等方面，都只停留在字面上，没有对其具体含义、目标和操

作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二）美育资源挖掘不足

将美育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把学校美术课程

开足开好，这是以美育人的基础，而将其融入全学科教学则是以

美育人的拐点。目前，在农村中小学中，虽然美术、音乐等与美

育有关的课程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也体现目前农村中小学美育

专业课程结构比较单一的现状。地域经济文化拓展的主要途径是

本土特色资源的开发，资源挖掘不够也会阻碍乡村美育教学的发

展。自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学校美育工作要求提出以来，政

府部门都有意识地在开发所在乡村的本土特色资源、开展特色的

美育活动，提供一定的教育资源基础给乡村美育建设，但仍存在

缺乏规划、缺少支撑等弊病。

三、依托乡村振兴，挖掘地域特色景观

（一）人文景观美育

人文景观是由人类文化产生的，它是每个地域的文化结晶。

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比，其鲜明的文化内涵不可替代。历史文

化景观也是一种人文景观，它是建立在历史文化遗址之上的，如

埃及狮身人面像、罗马斗兽场、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中国的

万里长城、法国巴黎圣母院等。其实，历史文化景观既以历史文

化取胜，同时，其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也是其他景观无法替代的。

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景区，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加强了其美

学的意蕴。因此，历史人文景观是值得深度挖掘的审美教育的资

源。而且，每个地区都有一些文化古迹，这些古迹也许并不出名，

但在当地很受欢迎，而且也很有教育意义。比如，古老的民居，

古老的戏台，少数民族的文化，当地的博物馆，以及具有悠久历

史的桥，路，城墙，牌楼，人造河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保存了

丰厚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地方民风民俗关系紧密，又常常与民间

美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极具审美教育价值的地方教材。

与国外的艺术或历史文化景点相比，乡村本土的艺术文化更

容易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学生理解和接受，让他们了解到自己

的乡村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从而培养他们热爱自己的乡土，热爱

自己的国家，还有他们对自己乡土文化的保护意识。这在现如今

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显得尤其有意义。因此，各层次的学校应

注重挖掘乡土文化景观，并将其化为教育资源。

（二）自然景观美育

所谓自然景观，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景。作为一种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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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对象，其欣赏，必然涉及到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等多

个领域的知识。所以，我们也要懂得与之相应的科学知识。自然

景观的美学形式包含着科学的法则，我们必须意识到，借助自然

科学的知识，能够使观众按照自然界的特点与规律，去发现自然

界中独一无二的、奇特的自然景观。那么，作为老师，我们要经

常去引导学生从科学的角度去观察自然。老师应该将教学与常识

课的内容相结合，带着孩子们走进自然，在自然实践中去引导学

生认识植物、动物、山水的科学形态，使学生发现并体会到中国

乡村美丽的自然景观。

东山魁夷曾说：“风景之美不仅仅意味着天地自然本身的优

越，也体现了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和民族精神。”所以自然

风景的鉴赏离不开去学习该地域的文化与历史知识。所以，要欣

赏某个地方的风景名胜，我们要熟悉该地区相关的神话传说、民

间故事、历史典故、民俗文化等。例如，在泰山游学时候，介绍

其来历及其故事和传说，可以加深学生对泰山的印象，并获得丰

富的观感。

在进行风景美育教学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水平。让学生

从前人的绘画作品中，可以更容易地了解到对自然风景的鉴赏方

式。艺术家是最具创造力的观者，常常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法来

表现大自然的美。在艺术中，有很多与自然相关的景观的描述，

它包括了艺术家对自然景观的观察、理解和感受，所以，欣赏这

一类的美术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欣赏自然景观的方法。

四、优化乡村美育体系，丰富景观美育教学手段

（一）走出教室，感受自然之美

让学生对自然人文景观产生更直观的认识，景观美育教学必

须走出教室，鼓励师生进行实地调查，并在实地调查中进行艺术

思考教育。例如，农田类型中的梯田。梯田的形态，在一座山的

环抱中，在一条水的滋润下，与自然和谐呼应，沿等高线方向修

筑的梯田，如一条条蛇蜿蜒于群山之中，这是公认的美丽线条，

具有很强的艺术美感。展示典型农田，带领学生初步感受独特的

地域农业文化。“梯田”是指在丘陵山地上沿着等高线修建的具

有阶梯状或波纹剖面的农田，具有固水节土、适于作物生长的特点，

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结果，许多地区都修建了“梯田”用于

种植作物。随着对美学理论的深入，学生可以逐步地对农业景观

独特的审美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农业景观是生产、生态和审美

的协调统一，它在推动生产的过程中，达到了与美学的完美融合。

（二）欣赏地域景观，感受人文特色。

人类的生存与环境密不可分，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孕育出不同

的生产生活习性，进而导致区域文化的差异。然而，在这种独特

的区域文化的指引下，又会创造出种种极具个性和特色的城乡景

观。以客家土楼为例，土楼是客家族人的骄傲，也是他们客家人

身份的标志，主要分布于福建、广东等地。这种建筑很大，一般

都有三四层，高达十二米，外墙都是厚重的夯土，窗户很高，地

基也很好，大门紧闭，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堡垒。建筑发源于家，

是人类生存的载体，因此，住宅的存在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

了一种与人类联系最为紧密的美学对象。房屋以实用性为首要原

则，但又受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空间形式能够

更大程度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内容或者是主题，并能表现出明显

的时代或者地域特色。经过对客家人土楼的了解学习，传承中国

传统的对住宅的美学思想，可以培养学生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三）整合地区美育资源，助力乡村景观美育

充分利用文化保护区、博物馆、展览馆、剧院等空间资源，

对美育资源进行活化，扩大实践教育的途径，这样，就可以通过

主题的美育实践活动，使学生们可以在一幅真实、可感的艺术作品、

一幅生动立体的艺术形象面前，切身感受到并感受到艺术的力量。

例如，学生参观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白族扎染博物馆在传承中

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以宣传和展示白族人民扎染的悠允历史文化，

演绎传统的精湛白族扎染技艺。扎粱不仅是白族人民文化遗产的

瑰宝，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学生们既可以

观看历史文化，又可以动手参加扎染的工艺操作。与劳动教育相

结合，学生在自己动手制作美术工艺作品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

美的熏陶，从而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趣味、提升人文素养、激发

创造力。

要积极开展面向本地或者周边师范高校的假期乡村美育支教

活动。实现了师范生人才培养与乡村美育之间的互补性与推动力，

用师范美育力量的来帮助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教师通过案例，

创设情景，引入思考。例如景观综合设计、乡村景观设计、文旅

景观设计等。展开乡村资源保护、生态保护、植物保护等内容，

让学生深入了解和学习与乡村振兴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让学生参

与到乡村振兴的设计实践中来，将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贯

穿于景观美育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同时，也让学生们更深刻地

意识到，这些景观遗产都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文化果实，它们

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我们不仅要将这些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还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出更美的景观。

五、景观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未来展望

景观美育教育，应当与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

融合，将农村的特色景观的有关内容进行挖掘，以专业知识和技

能作为载体，在专业课程中，利用有关学科的帮助，增强学生文

化自信，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提

高他们的人文素养、科学素质和道德水平，让他们成为一个拥有

多学科知识和审美能力的优秀人才。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美育

课堂能够对乡村实地调研进行渗透，让学生们能够对祖国大好河

山产生一种热爱之心，让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乡村振兴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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