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美学的教学随感

题记：

《生活美学》是一门建设中的精品课程。我开设这门课，是对当下美学潮流的积极回应，

也有加强美学对学生生活实践指导的意图，还参杂了对自我生活方式的反思，人到中年，才

慢慢领略到生活与诗、美的复杂关联，梦，也不再是纯净的了。

课程的设置，原本是以实践为主的，但真正面对教学现场，才发现了作为大学教师的

使命——始终处在指导实践、阐释实践的理论位置，真正的实践环节落实于学生的自觉行动。

最终，《生活美学》的教学过程不过是面对生活中的美学现象加以审读之，分析之，期以指

导行动；或者反过来，考察学生的审美实践，加以理论提升。

一门课程趋向成熟，教师要花费太多心力，我是努力过的。但记忆中最珍贵的镜头，不

是自己默默耕耘的时候，而是学生展现他们的审美实践成果的时候，那是理论与实践融合的

开始，令对理论时刻惶惑的我感到了欣慰。

现在还是觉得，要上好《生活美学》课程，任重而道远，零碎地记录下的这些教学感悟，

虽有灵感的火花，但也许不过是自励自勉，使人不怯于前行而已。

部分随感摘录如下：

2014年 3月 12日

生活美学的定位：

生活美学的思考：生活美学的使命是“探究生活中我们的感性如何被抚慰、被激发、被

挫伤，新感性主体如何生成”的问题。从社会层面来看，是探究“感性如何被利用，如何引

发人对社会的深度卷入”。现代社会，往往不是由直接的政治诉求来塑造共同感，而是以诗

学原则来塑造共同关注，这就是胡兰成所言之革命与诗的关系。社会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切入

人的感情，个体的感性系统，通过激发、利用和改造人的感性系统来达成目标，当刺激和满

足人的物质需求时必须首先激发人的感性，故关于人的存在问题，就变得更加情感化了。由

此，在社会空间的每一个角落，美的运作原则都无所不在，生活美学就变得无比重要。

2014年 3月 19日

审美方法专题



1、教学方法：

第一，把体系打散，联系生活中的现象，层层深入地分析审美现象，效果不错，体系化的知

识如果能化入个案和问题的讨论最好。

第二，幽默轻松的讲述，自信自如的态度，是课堂教学成功的第一步，但最重要的是对问题

本身要有足够的把握。

第三，设计问题时，一定要把问题设计得具体一些，不能用过于含糊抽象的提问方式，聚焦

点小，方可吸引学生去深入思考。如“谁是宇宙男子？蒙娜丽莎美在哪里？人造美女是美女

吗?下楼梯的裸女是怎么运动的？”

2、关于审美的整体性：将主体和客体因素，主观和客观融合起来进行问题式审美是可行的，

因为主客本身就是人为的划分。

2014年 3月 26日

审美范畴专题

关于崇高的一些思考：

1 是崇高与距离：崇高需要距离，但不能距离太远。有时候不是无知而是知识让你对对象产

生崇高感。从没到过喜马拉雅山的人，对之毫无概念的人，是不会因喜马拉雅山的体积的巨

大而产生崇高感的，相反，当你已经屹立在山脚下，或者在跋涉过程中，你对山的一切有了

足够的感性时，你才会对它有崇拜感或畏惧感。崇高当然包含了敬畏，但人对自己一无所知

的东西是不会敬畏的。所以对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一无所知的学生而言，毫无崇高感。

2、崇高与感性、理性的关系：在体验无需测量也不可测量的无限大时，依赖的不是理性，

而是感性，没有感性体验就没有这种对大的体验；但精力和道德上的崇高却需要依赖伦理判

断，需要理性。

3、崇高与优美都是古典的审美范畴，它曾与美分离但处在美学的观照范围内。我们的时代

是丑、怪诞、荒诞、恐怖风格主宰的生活美学时代，崇高和优美的古典气质逐渐远离我们。

2014年 4月 13日

人之美专题

因为有准备，有激情，有一定深度，效果不错。。

值得肯定的是，课堂的结构趋向完美稳定，小结尤其精彩，赢得学生自发的掌声。关于“人

之美”，我记得自己这样说，探讨与人有关的美学问题需要在关系的网络中，在人的自然性

与社会性的网络中求解。



2014年 4月 20日

食之美专题 ：师生讨论对话，有所感悟。

学生的观察：在过去，美食在艺术中只是背景、细节、载体和工具，但新世纪以来，成

为了主角、中心、内容。

老师回应：生活本身变成了审美的中心和目的。

学生的观察：甜食在过去是贵族生活的象征，是被垄断的食物，糖还被当成是治病的基

本方式；而当代却成为要少吃的食物，小孩不要多吃糖，大人不要多吃糖。

老师回应：一种食物的价值不是稳定不变的，不同的社会、时代和文化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

方式和认知态度，这使我们探讨饮食美学时变得艰难。

学生的观察：现在中国的青少年为什么喜欢吃薯片而不再啃烧饼？

老师回应：饮食风尚随时代而变，中国饮食的西化、快餐化不可避免地在年轻一代的生

活方式里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记。

老师小结：当我们探讨饮食美学时，善的标尺必然同存，否则，当吃成为身份、财富、

地位的炫耀符号时，美的位置就是尴尬甚至可耻的。

2014年 4月 20日

教学感悟：我发现照本宣科与我的个性不符。或许，有了爆发、偶然、随机，才会让课

堂教学变成创造过程，审美过程，教师，他的本然身份应是哲学家，也该是诗人。

2014年 5月 3 日

就在讲述中，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美的多变性、虚幻性和历史性，最难定义最难固定的

就是美，日常生活中的美更是如此。

知识只是审美的背景，不是审美自身，审美应该是情感体验。

生活美学第二轮

2014年 9月 5 日

1、导论课尝试新的讲法：

第一、以故事和经历的讲述开始，先老师示范、学生接着说、老师总结。

第二、以有关美的关键词引入，与学生一起分析美的内涵。学生给出的关键词有“单纯、童



真、丰富、爱、色彩、想象等，涉及美的各个层面以及与其他事物概念的复杂关系，在辨析

过程中逐渐形成有关美的理解。

2、教学方法整理：

第一、适度的幽默、宽容和理解让学生轻松进入到课堂情境之中。

第二、从浅入深，逐渐深入，有节奏，给学生思考的余地。

第三、轻松的课堂才有创新的可能。

第四、从学生的日常体验开始，尊重学生的个体感受，课堂教学可取得很好的效果。每个人

都有表现的欲望，让学生表现并让他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介入与参与的力量，就能进入课

堂情境之中，积极思考。

2014年 9月 12日

美是什么？

本次讲述富有逻辑性和思辨性，也有深度，在主客体对照和中西文化对比的两重视野中

梳理、反思有关美的定义。学生介入问题的思考过程，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表现了不同的思

维方式，令我惊喜：有学生认为美无需定义，并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定义美——解构；有学生

认为美不是容易清晰认知的对象，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否定之肯定；有学生认为美

就是自己达成目标后的满足感——立论。

2014年 9月 17日

审美方法专题

非常享受上课的过程，我喜欢讲台，讲台给我虚幻的满足。

1、关于选美的讨论，学生有独特的看法：

有学生说，选美让我们对美的定义日益同质化、类型化、单一化，选美是对美的标准在

形式和内容上进行限定的过程。在整容时更是如此，都是把个别性向某种规则靠拢的过程，

无论是芭比娃娃型的脸，还是外星人型的脸，都是取消整容者自己的个别性，向标准靠拢。

有学生说，他研究过近十年来世界小姐评选，发现白人夺得桂冠的几率低于拉美裔，这

说明了选美标准中种族因素值得分析和重视。

2、关于梵高《农鞋》的讨论

海德格尔看到了大地与人的关系，我们的同学看到了贫穷、辛苦、无序，我们和海德格尔

一样都在艺术中率先寻找意义，忽略了技巧，或者说对技巧不够了解，真正的欣赏应该是技



术与意义的合一，故需艺术修养。

2014年 9月 24日

生活美学的讨论课，心得如下：

1、关于讨论课的思考：第一，设计问题要具体，第二，以关键词来收拢学生的讲述，第

三，以恰当的评价和小组评比来促进学生参与，第四，以有深度和延伸问题的方式来提升讨

论的目标。

2、对学生讲述的评点标准：诗——讲述本身的诗意与优美；思——哲理和思想的深度；情

——感染力。既要指出他们的优势，多加表扬和肯定，也要指出提升的空间，要充分组织讨

论来得出结论。

2014年 10月 11日

审美方法专题

如何限定一节课的内容：

1、上课内容不能太庞杂，一定要把点吃透。

2、可展现个案，在个案的分析中把整节课的问题和观点呈现出来，层层深入。

3、对个案时要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要能展现问题的复杂性。

2014年 10月 18日

人之美专题

今天的生活美学课上得特别成功，以问题引入，层层深入。

一些有深度的问题被提出：什么样的人才是审美意义上的人，身体美的标准是什么，残缺的

身体为什么在艺术中是美的，而生活中却是丑的？身体为何是心灵的最佳图画？

2014年 10月 25日

食之美专题

一些思考随课堂生成，记录如下：

1、把食物作为审美对象，意味着什么，一鱼三吃是一种怎样的审美态度？

憧憬向往：隐含着吃之前的准备阶段：耕耘、探寻、制作（包括烹调，但不止烹调）

享受过程：并非细嚼慢咽而已，而是涉及怎么吃，和谁吃，在什么地方吃、吃的氛围、



情调等。

回味无穷：将食物与美好的经历、感觉等融合在一起，回味无穷。

2、吃只是瞬间的事情，咀嚼、吞咽、消化、排泄，变成身体的构造，这些都是生理性的，

我们所能感觉到的最多是咀嚼吞咽的过程。只有精神性味蕾的绽放才使对食物的审美变成可

能。那么，精神性味蕾如何绽放？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绽放，关于食物，除了所谓色香味俱全

的审美特征之外，更深层的审美元素是什么？

3、食物如何与文化关联？是食物本身的特殊性造就了某种文化吗？还是食物的吃法、做法、

种法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呢？

食物与文化的联系是复杂的，流动的，如湖南流行吃大碗茶、广东流行功夫茶，咖啡本来自

南美、却成为欧洲生活方式。但无论如何，当我们品味一种食物时，是在品味不同的文化及

文化交流的结果，由此食物美感的层次性和丰富性也就出现了。

4、食物与情感的关系是怎样，食物如何成为感情的媒介？

5、对食物的审美需要引入符号性的思考，但过于追求符号性意义会让食物远离其素朴的本

质，美的位置变得可疑。

2014年 11月 4日

衣之美专题，一些观点与问题：

1、教学方法：倾向文学研究多了一点，形式研究少了一点，需要做更多的文本细读功夫。

2、服饰的感性（美学）形式如何介入社会变革之中？举例布拉吉、中山装、改良旗袍等服

饰文本背后有关服饰美学的问题与观点，最后延伸成对审美实践的启示。

3、服饰与自我认同：不是人穿衣服，而是衣服穿人，服饰成为现代人的第一个自我镜像，

也是最重要的社会镜像。

2014年 11月 13日

行走之美专题

更多借鉴了中国古代人与自我的审美理想，提出山水应可游可居，人与天地参等观点，对

当代的旅行美学还来不及发现与总结，有待加强。

2014年 11月 25日

居之美专题



关于居所的问题，引入了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并将之具体化为一些客观评价标准，如下：

自然条件，物质条件和爱。对于自然环境的想象，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对都市环境想象

涉及到功能与意识形态，对于爱的想象则与家和安全感联系在一起。

2014年 12月 1日

民俗风情之美专题

民俗生活的主体是无名的甚至是无特征的沉默的大多数。

民俗生活的魅力在这种沉默不语的人群所信奉和呈现的生活方式的坚韧性、永恒性和内在性。

生活美学第三轮

2015年 3月 26日

导论课上得很成功。

1、从容带点幽默，宽容带着指引，这是态度上的胜利。

2、关于概念的讲述更加生动灵活：从美神的故事开始，从对美的一般信仰的怀疑开始，从

古典文学的诗意人生理想开始，认为美是立体的，美是肉体的，美就是我们难以捉摸的身体

和感性。在以往关美的信仰的被推倒后，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起对美的信仰。将美与自我的探

寻联系起来，认识我自己，才能真正地感受美，对自己诚实，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3、关于考核形式的创新：经过与学生协商，有了新的方式，美学实践加分析报告，实践和

理论相结合，注意要定期跟进、指导，落实效果。

2015年 4月 3 日

“美是什么”专题

讨论中生成一些新的观点，学生的与老师的：

1、学生：第一，美是遭遇、是邂逅，带点生成论的意味。第二，没有最美，只有更美，有

发展论的视野。

2、老师：美是瞬间的震撼，强调审美体验，强调偶然性，变幻性，借鉴诗人庞德的观点，

加以引申发挥，赋予其现代性的解释。

2015年 4月 11日



讨论课，学生对于创新和形象化途径的困惑，我的回答如下：

1、概念在创新中的位置：创新需要有新的概念或理念引导，从具体的对象更能激发创新的

可能性，因为具体的世界是变化莫测的，变化都能引发你的新奇感，有可能隐含创新的潜力。

2、形象化的途径：学会用儿童的感知来直面美，用画家的语言去感受和表达美。

2015年 4月 18日

这节课是现场录像，观看录制视频后，有关课堂结构的思考：

1、应有序言和结语，有高潮和格言。

2、精确控制时间，该讲的讲，不该讲的省略。

3、精心结构，课的每个环节的链接都有逻辑性。

4、外观和讲述：外观自如，讲述清晰，保持一定速度。

附注：已正式出版，收录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海师说：本科教学研究专论》》一书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