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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治理视角的乡村美育现实困境和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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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当下，乡村美育的探索与研究变得尤为迫切，乡村文化在经济架构、

价值理念和文化风貌上的深刻变革不仅是城市化与现代化浪潮中物质层面的洗礼，更是对乡村精神世界的深远触

动，导致乡村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离土”困境。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索乡村美育在乡村产业、文化和生态三个

领域的重要性，同时分析其在乡村文化进步中所遭遇的挑战，并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期望推动乡村美育朝着更为

健康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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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f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values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rural culture are not only the baptism of the material level in the wave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but also the profound touch on the rural spiritual world, resulting in the unprecedented dilemma of "leaving the land" of rural 
cul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three fields, namely rural 
industry, rural culture and rural ecology, analyze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gress of rural culture, and seek new 
development paths, hoping to promote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a healthier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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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美育的内涵 
美育，即审美培育的过程，依据其教育形式及受众

的不同，可划分为学校美育、家庭美育及广义社会美育

三大板块。乡村美育，作为广义社会美育的一个具体表

现，特指在乡村这一独特地域内，贯穿于乡村社会活动

及各种关联中的美育表现。 
美育主要聚焦于提升乡村个体审美能力和塑造乡

村美育生态环境两大层面。以农耕文明孕育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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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网络为基础，乡村文明美育的核心要素与乡村社

会生活紧密相连，在乡村生活中无处不在。从内容构成

来看，乡村美育既包括了乡村社会的精神风貌、道德规

范、乡土风情，也涉及了乡村的流行趋势、消费习惯，

以及民间艺术、自然环境的审美教育等多个维度。同时，

鉴于我国传统乡村文化中“家庭主义”的思想根基与

“家庭本位”的生活原则[1]，乡村美育与家庭美育在方

法运用及内容展现上存在着显著的交融与重合。 
2 新时代乡村美育发展的现实瓶颈 
随着农村居民的迁移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农村的居住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得乡村的物质

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精

神生活状态。与此同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乡村的传

统文化带来了挑战，这也对乡村的美育实践产生了直

接的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地推动乡村美育工作就成为

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美育面临

的主要阻碍可以总结为四个主要方面。 
2.1 乡村美育主体角色迷失 
乡村振兴研究者的长期研究关注热点之一就是乡

村社会的主体性问题。文化主体性体现了文化发展中

的自我意识、独立立场和独特创意，它是自觉性、自主

性和创造性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2]。美育的主体性是指

作为美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角色，人们可以在自主适

应各种审美元素的过程中对其进行选择性批判。社会

美育和学校美育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前者具有社会性、

内生性和自发性[3]。但目前乡村美育的社会内生驱动性

与自发性未得到足够的展现，它甚至正面临着主体性

丧失的风险。 
美育不完全是艺术，但艺术天然属于美育的内容，

因此，艺术介入乡村行动既是乡村文化振兴和美丽乡

村建设的重要渠道，也是乡村美育的重要举措之一[4]。

艺术介入乡村不是单一的过程，而是多角色共同参与

的充满互动的过程，涉及人员包括相关艺术家、当地政

府、当地村民与社会其他组织。艺术家期望可以通过参

与艺术乡建活动推动艺术观念到现实成果的转化，在

此过程中重新找回乡村情怀。 
2.2 乡村美育内涵价值衰减 
中国人的观念里，审美是一种附带有价值观念的

行为。“乐”与“和”“礼”与“节”之间的关系便体

现出我国古代社会的审美教化与价值引导，而当下我

国乡村美育面临着审美价值衰减的困境[5]。 
中国人将乡村被视为一个自然和谐的整体，蕴含

着丰富的人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文化。然而，以

青壮年为主体的人口流动导致了乡村的空心化，割断

了乡村与人之间的地缘联系，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为主体的家庭结构导致文化实践大大减少。久之，个体、

家庭以及宗族间的文化记忆和情感纽带不再深刻、牢

固。 
另外，乡村美育在外部价值评估方面也显示出逐

渐减弱的趋势。从文化治理的角度，传统乡村中的天地

祭祀、宗祠祭祖、节日庆祝等民间艺术活动和象征仪式，

以其特有的艺术展现形式和精神感化力量，成为保障

传统乡村社会生存繁衍和社会稳定的伦理价值秩序[6]。 
2.3 乡村美育呈现碎片化趋势 
乡村美育的碎片化在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得到

了体现。为了确保乡村的文化和艺术教育内容及其形

式的多样性，我国已经实施了如图书进农村、农村电影

播放项目、家用电器进农村等多种文化服务活动，其初

衷是带动乡村群众的文化提升，丰富乡村文化景观，但

实际情况却是这些公共文化服务措施大多遭到冷落或

不正确使用[7]。再者，对市场化的迎合使乡村的美育实

践呈现出碎片化趋势。传统的乡村文化活动是为了满

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需求而存在。然而，市场化

的乡村文化要根据市场的偏好来选择和放弃乡村文化

的元素。因此，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回报，舍弃了乡村

文化的核心意义与内涵，削弱了乡村文化的原始审美

价值。 
2.4 乡村美育面临现代化冲击 
我国的乡村文化发展处于十分复杂的环境当中，

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和理性思维与农村的封建文化的冲

突，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和消费文化等多种新兴文化对

乡村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后现代社会对创新和和谐共

生的追求，这些都为乡村的美育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但也为其创造了新的审美背景[8]。 
乡村价值观呈现多样化发展。随着社会转型，乡村

教育功能逐渐弱化，农民对农村文化缺乏认同感，而农

村文化又难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出

现了“乡土性”缺失等问题。目前，指导农村在转型时期

建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价值观，已经成

为乡村艺术教育和文化管理面临的实际挑战。受现代

消费文化的影响，乡村日常生活出现审美转向，大众娱

乐现象泛滥。以此形成的虚假的文化繁荣加剧乡村文

化的贫瘠。乡村美育要做的，就是对抗大众媒介下的娱

乐思维，挣脱消费主义的物质枷锁。 
3 文化治理框架下乡村美育发展的可行路径 
为了促进乡村美育的发展，人们需要以全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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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模式，从个人发展、价值挖掘、科学布局、产业

发展和制度制定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构

建一个能够健康发展的乡村美育文化生态环境。 
3.1 以美启智，培养乡村文化主体 
乡村文化与乡村美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过程，需

要多方人员的参与，共同构建出新的乡村文化共同体，

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升级。乡

村文化是乡村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它们的中心焦

点实际上是村民。只有当村民拥有了健康向上的审美

观时，才能使农村地区成为美丽宜居之乡，从而促进我

国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为了帮助村民科学地理解生活、

社会、他人、自己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关键是提高

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 
一方面，要重视培育个体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

要加强对村民的人文关怀与思想教育。审美意识指的

是乡村居民拥有的独立、自觉追求美的意识和能力。通

过对村民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其文化素质，增强他们的

思想道德素质。鼓励村民摈弃乡村文化中的无知和落

后部分，主动去寻找和学习与符合新时代发展的美好

观念、事物和行为，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共

同挖掘和推广乡村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培养主体审

美创造力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提

高农民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举措。 
3.2 以美凝魂，创造乡村文化价值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已经变

成了我国美育发展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作为一种以艺

术形式为媒介传递和传播美学思想、道德规范及价值

追求的活动，乡村美育是落实这一伟大使命的重要途

径之一。乡村美育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与实践相结合，发挥美育的引导作用，促进人

们审美思想的解放。当前，乡村美育应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基础和依托。更具体地说，一方面，我们需要继

承扎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审美和追求，从“和而不同”

“天人合一”“精耕细作”等传统文化中提取与时代进步

相匹配的审美元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将革

命文化中的坚韧、奋斗和奉献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内心，

并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我

们应该弘扬科学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 
3.3 以美塑境，打造乡村美育空间 
传统美育场所不只是进行美育活动的核心场所，

同时也是一种直观、可视化的美育资料来源。当前我国

农村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

美育教育仍存在一定问题，这就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

下对美育场地进行优化和完善，以促进农民全面健康

地成长。在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乡村美育场所时，我

们不应仅仅局限于建设单一的物理空间，而应致力于

建立一个完善的审美生态系统，以实现社会、自然、生

产生活和价值观之间的多方面互动。由于缺乏与乡村

文化生活的紧密联系，部分文化设施并没有完全展示

其应有的功能。乡村美育场域的建设关键在于要在“本
地”和“本土”两个层面上展开[9]。 

在农村，可以利用现存的文化遗产、家族祠堂、农

业遗迹等多种资源，设计和构建美育文化的培养环境。

通过对当地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挖掘乡土美学元素，

结合现代教育理念，以“人”为本构建乡村美育文化培

育空间。通过将传统审美元素融入农村的旧房翻新和

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使村民能够在日常的乡村生活里

接受到美育的无形影响。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实

践活动，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促进他

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实现对农民群体的美育

教育目标。 
3.4 以美赋能，更新乡村文化产业 
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通过乡村美育激发乡村

文化产业活力、促进产业创新是促进乡村社会良性发

展的重要举措[10]。在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时，

注重从美学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把乡土美、民俗美等

融入传统工艺美术中，使其更具时代美感和艺术价值。

如在手工艺产品中融合现代社会的审美元素，丰富农

村手工艺产品内容与形式，更好地满足了现代市场的

需求。此外，深度挖掘本地审美元素，以本地审美为特

点塑造文化品牌，提升产品的文化与情感价值，进而增

强乡村农产品、文化工艺品等的竞争优势，助力产业发

展。最后，推动乡村美育与乡村旅游的有机融合。旅游

产业规划本身便是一项大的产业布局，乡村美育的发

展既有助于硬性的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也有

助于软性的在地文化推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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