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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怀特海审美艺术思想是过程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是人类历

史的终极追求，艺术的目标即是达到“真实的美”，宇宙的最终目的

是“产生美”。生态文明建设中必不可有美的缺失，且需要融入到课

程体系及教育实践之中。面对我国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未能激发、生

态文明课程体系的缺乏、生态文明教育的地位较低等岌岌可危的现

状。也正因为这个时代渴求新的美学，新的艺术，为了和谐共存的社

会，为了培育后现代生态文明需要新型人才，怀特海审美艺术思想对

我国生态文明的教育给予极大的理论指导，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走向生

态文明的发展之路，也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不可小觑的力量。怀特海

的审美艺术思想是一种能够与生态文明相呼应的美学艺术，在有机联

系的概念之上呼唤生态文明意识，加强感性教育、审美教育、道德教

育，培养冒险精神，拓展对艺术的理解、完善艺术教育求“美”与求

“真”兼顾的使命等方面，具有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将把生态

文明的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生态文明教育增加有利的发展和

前进的方向，这关乎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机哲学）为我国生态文

明的教育奠基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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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审美艺术思想是过程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的目标即

是达到“真实的美”，宇宙的最终目的是“产生美”。美是人类历史

的终极追求，生态文明建设中必不可有美的缺失，且需要融入到课程

体系及教育实践之中。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同时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

义哲学，为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一、何谓怀特海审美艺术思想 

（一）艺术的目标即“真实的美” 

美是人类历史的终极追求，宇宙的最终目的即是“产生美”。[1]

美与艺术有关，贯穿生命中的每个角落。不论社会活动还是个体活动，

只有当它以美为导向时，才是有价值的。[2] 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美

也发挥着不可逾越的作用。正如迈克丹尼尔教授所言，“美对我们的

生活是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离开它我们无法生存”。[3]艺术的目

标自然被认为是一个复合的目标。艺术追求的“美”是体现在现象上

的，怀氏认为当获得其中某一个时，便只能谈得上取得一部分的成功，

没有“真”，那么美显得臃肿，自然也算不上是高层次的。缺少了“美”，

“真”也变得平淡无奇，由此看出，艺术的目的是揭示美的丰富性。

[4]审美需要人的参与并具有主观性和个体性。在怀特海看来，“完善

的美可以定义为完善的和谐”。[5]这种“和谐”强调个体的同时亦重



视整体的重要性，在个体与整体共荣并茂的关系之中构建了完善的和

谐。[6] 

 

（二）艺术是现象对实在的有目的的适应 

“现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分是以每一个实际事态的自我形成过程

为基础的”。[7]先明确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现象”是作为“实在”

的对立面存在的，怀特海认为“它居于我们的意识之中”[8]是通过精

神极的活动所产生的，当精神的更高级的诸作用在一个有机体中固定

下来形成群集，现象便融入实在之中。关于实在是指新事态的基础事

实，那什么也没有，“居于那一时刻，属于那一事态”。［9］是实际

事态生成的客观存在，只有现实过去的实在媒介物在发挥着客观不朽

的实在作用。现象适应实在就好比人适应自然，目的是为了达成一种

和谐，达成这种和谐的过程就是艺术创造。[10] 

 

（三）艺术是在变化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保持变化 

怀特海认为，“真正的理性主义必须经常超越自身，恢复到具体

事实以求得灵感”。[11]要真正的把握事物本质中存在的两个原则，即

变化的原则和守恒的原则。只有变化没有守恒，便是从无到无的过程；

若只有守恒没有变化，便无法真正地守恒，因此，进步的艺术是动中

有静、静中有动，在变化中保持秩序，也在秩序中保持变化。对于生

态范式以及使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体验而言，美是内在固有的。  



 

二、当前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经济、学校、社会等因素影响我国生态教育发展，面对我国生态

教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生态文明的意识未能激发 

 缺乏感性教育、地域环境影响、年级高低不同、家庭经济情况

各异及学生的个体差异性等因素决定了我国生态教育发展的复杂性，

也体现生态文明教育的层次性，这就不可避免生态文明意识发展的差

异。 

1.感性素质培养不足影响生态文明意识发展 

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被大众所熟记于心时，

传统的学校教育缺乏了对艺术教育、生态教育、社会文明等教育。人

既要有理性素质获得幸福生活的条件，也要具备感性智慧来体验人生

幸福的感受。缺少生态教育，就是少了对生活的艺术。回首以往，现

代工业文明把不同的人当做机器一样 “统一规格”地“批量化生产”

出来的产品，供过于求，在根本上无法满足生态文明之所需。[12]从成

绩及学习的效率来看，可能有部分提升。其结果是学生对学生不是一

种快乐而是一种苦役，不是灵性的滋养而是精神的荒芜。[13]由此看来，

个人的感性素质是人生幸福与成功的条件，国民的感性素质是环境优

美、社会和谐、文化创新的基本保证。 



 

2.城市与乡村生态文明意识发展的不平衡 

社会能够存在的关键点在于：它是自立的；换言之，它有自己的

理由。人类社会就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通过许多单个人的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而自我生成的共同体。[14]由于生活环境的各异，在生态

意识的发展常有不平衡的现象。居住于城市的人们自出生以来大多接

触科技性的先进成果，与农村的人口相比，较少的直接感受大自然的

美，难于以直接经验获得大自然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情况来看，生

态意识显得过于薄弱。 

3.家庭收入状况的层次阻碍生态文明意识发展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说理论，人们是先满足于生理、安全、归属

和爱、求知等基础需要，再向求知、审美、自我实现的需要发展。因

经济基础的各异，条件较弱的家庭父母常常奔波忙碌来解决温饱，在

其影响下，经济较弱的学生会比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更为在乎自身经

济的物质基础的改善，较少的关注身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呼唤基于有

机联系概念之上的生态意识，促请人们意识到人与大自然的血脉相连

和休戚与共。[15] 

（二）生态文明课程体系的缺乏 

“早在 20 世纪 70年代,我国就开始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高

等院校开设生态学专业和环境保护专业,开始生态教育的专业人才培

养”。[16]然而,由于对生态教育和环境教育的认识误区,即认为它们仅



仅是生物学、生态学工作者的任务,而与其他专业尤其是文科类专业

与之无关。培养的学生也仅仅是为生态专业和环境专业的发展服务,

而忽视了将生态知识、生态学科纳入文科类教育的领域当中。传统的

教学自然被落在传统的体系之上，只重学科知识、重科学技术是远远

不够的，生态因素脱离课程体系就像草木离开大地的无根教育，给我

国的生态文明教育及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造成了威胁。 

（三）生态文明教育的地位较低 

当前教育部将环境科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立了环境科学教学指导

委员会,但仅有少部分学校将提高全体学生的生态科学素质列入培养

目标中,没有把基本的生态环境教育课程列为所有学生的课程。学校

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观教育的主阵

地,生态文明教育地位的低下,没有将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等提

升学校政策性层面,是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无法养成之重要原因。 

 

三、怀特海审美艺术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启示 

（一）加强审美教育 

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必定要高扬美的重要性，必定要以美为目

的，它不仅达致人与人的完美和谐，而且达致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一种美的文明。[17]指导力量需要智

慧，智慧则是平衡发展的结果。因此，必然要通过良好的教育来求得

这种智慧发展的平衡，所以我国的教育就要发生改变。怀特海预言，



“对于不久的将来来说，最有用处的发现，就是能增进这一目的而不

妨碍必要知识专业化的发现”。[18] 所以，我国的教育在发展专业化

的同时，要加强广义的艺术和审美教育，以便增强学生对各种价值观

的认识，培育正确的适当的感性精神以恢复真正的理性主义精神，使

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唤起生态意识 

      第二次启蒙所重视的生态意识观念与传统的生态观不同，更加强

调不是我们去保护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毁灭了

自然，“我们也就毁灭了我们自己”。[19]大自然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

母，不仅滋养我们的肉体，而且“安顿、滋养”我们的精神，陶冶我

们的情操。[20]艺术服务于文明，提高人类的感觉。为了拥有文明的社

会，教育必然发挥极大的作用。行生态文明教育，培育文明生态人。

所谓生态人又称有机人，意指有生机的人就是生命意志强韧，生命状

态饱满的高生商的人。所谓高生商的人就是拥有生态意识富有生态智

慧的人。[21]  

（三）培养冒险精神 

“冒险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所谓冒险精神就是对新的完美的追

求”[22]。只有当实际行动有了思想，这些向新文明类型的飞速过渡才

是可能的，没有了冒险，文明就会全然衰败。只有具有冒险精神的人

才能理解过去的伟大。但是，冒险行为只属于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

缺乏浪漫的冒险，那收获的便只有死板的知识”，被动地认识过去就



会丧失过去所蕴含的整个价值。活的文明需要学习，但却不仅仅是学

习。 

除了以上谈论的几点以外，我国的道德教育也要解决美的价值的

问题。美育在我们教学课程中的缺失表明我们仍旧深受现代科学世界

观的影响。如今我们也需要道德教育及关于可持续性的教育来承认审

美艺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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