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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体育审美能力实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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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造力、主体需要、群体压力是影响审美能力实现的因素。从功能实现的角度探讨审美能力的培 

养，推动体育与审美教育的有机统一，强调审美教育突出人的 自我意识的开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的 自 

身文化价值的主体地位等方面，培养“反思的人”是其的任务和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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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of affecting the realization of phy sical culture aesthetic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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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eati,ity．subjective demand and group pre~ure a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physical aesthetic capability． s paper 

dea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aesthetic capability throngh the aJ e of functional realization，promot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aesthe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physical culture；aesthetic capability 

1 创造力对审美能力实现的影响 

创造力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标志 ，“通 过实 践创 造 

对象世界，即改造 无机 界，人证 明 自己是有 意识 的类存 在 

物”⋯1。人的审美能力与社会结构 、学 习有关 ，但它并不是 一 

种模式化的行为 ，也不是根源于人的感官生理反应之上，审 

美需要主体丰富的创造力。 

在人类一般发展过程中，个体通过学习都能获得认识的 

一 般能力，都能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展示伟大艺术家所具有的 

神奇能力，赋予对象以形式 的感知模式。通过体育教学，学 

生很容易对各种运动形式 的结构特点形成具有结 构梯度 的 

意识 ，但不同的模式 和结构梯 度在艺术意 味上相距是悬 殊 

的。在一种具有艺术意味的形式知觉中，对象不仅呈现物质 

实体，还呈现出结构各部分之间内在联系和秩序，同时提供 

超乎实体之外的意义 ，具有一种完美 的和谐。例如．从长跑 

的最后冲刺看到非凡的速度耐力和一往无前的力量之美 ；在 

狭窄的平衡木上动作轻盈神态怡然的自由翻；在球赛中克服 

局限作出令人眼花缭乱的个人技巧和集体战术发挥等等，无 

不表现出竞技 体育的“难能之美”_2』。它所 蕴含的人类挑 战 

极限，超越 自我的生命力，随着运动形式的戏剧性展开，存在 

于形式背后的人性则展现出人类美。体育运动所表现出难 

能为美的审美价值 ，是通过主体丰富的创造力而实现的。 

2 主体需要对审美能力实现的影响 

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心理生理需要 ，这是一般情绪反 应 

的主要原因，但在审美活动中的情绪反应却不来 自直接的功 

利判断。在审美活动 中“主体与对象处于一种情绪的张力状 

态”，“审美 情感 表 现 为一种 不 趋 向于现 实行 为的情 感 活 

动” 。这种不趋于现实的行为，正是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游 

戏活动特征的具体体现。现代心理学家实验证明 ：适 当的外 

界刺激是人肌体健康，甚至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因此，游 

戏中获得的心理快适，只是为寻求躯体自由的体验，是人类 

生存最“本能需求”。在体育活动中的审美愉悦是生理快适 

的高级 阶段 ，是主体真正主动的、主体性 占主导地位的行为。 

在我们仿佛从对象中感受某种情绪活动时，实际上是将 自己 

的情绪投射到客体之 上，是 主体赋予刺激以形 式，赋予对 象 

以情感 的过程 。 

人类有多种需要和动机 ，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我 

们的行为，并且在不 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知觉 。马斯 洛将 

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 ，认为当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不 能 

充分满足时，这种需求处于较高水平，并抑制其它层次需 

求 一。布罗德本特将不同层次的需要比喻不同的滤波器，认 

为较高觉醒水平的滤波器是意识首选 处理对象 的模式和工 

具l5j。根据 Bnmar关于认识的假说理论 ，人的感知觉过程 可 

以区分为期待和假说、环境输人信息、信息确认三个阶段，在 

判定事先所持的假说无法确认时，对假说进行修改，重复数 

次直至主体感知对象_6J。用心理学家克雷奇等的话说 ，就是 

“人们往往较多地看见他们期望看到的东西，对他们重要 的 

东西学得最好 ，记得他们认为最有趣 的事物”_7 J。换而言之， 

只有我们内在的艺术与审美需求处于较高水平时，我们才能 

会选取艺术 的或审美的方式认识和把握对象 ，才能进入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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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过程中。在我们将体育活动作为增强体质的手段时，我 

们是将它视为增进健康的需要；而我们将体育活动作为一种 

艺术活动时，我们就能用一种审美的心态对待它。在体育教 

育中 ，作为教师 ，如何用美的语言、美的行 为 、美 的形式 展示 

一 种审美化的教学，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 

主体具有审美的需要也就更多地进入审美过程之中。 

3 群体压力对审美能力实现的影响 

在审美活动 中，客体 对象在时 间或空 间上都不是孤 立 

的，它对主体的认 知和审美活动都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 

用。人的心理具有调节 自己行为和活动的复杂机制 ，随着情 

境的变化，最基本的层次是在维持生命所必须的需要基础上 

形成的，其次它 受制于人在种群 生活 中生成 的某种生活 态 

度 ，再次它表现为一种社会化的模式，最后它表 现为个 体化 

的价值取向@。不同层次的调节机制在包括审美在内的认 

识与情感活动中相互协调，分别起着调节主体对客观环境的 

直接反应。这其中生活态度、社会模式 、价值取 向都 作为背 

景给主体带来不同的刺激 ，这些具有文化意味的因素一般通 

过群体作用来来实现 ，群体认 知模式以及价值标准经常会 以 

一 种无法直接触摸 的压力 ，改变主体的感知体验 ，驱使他们 

修改自己真实的经验以使之与群体的认知相符。“阿希实 

验”就是群体压力使个体屈从的显著例子，群众判断给予主 

体 以强有力的心理暗示 9。群 体文化深层结构 和积淀作 为 

审美能力实现中最深层的作用因素，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渗 

透在每个个体的生长过程中_】 。例如，中国传统养生体育 

强调通过修炼心性去最大限度地与社会、自然圆融贯通 ，表 

现与传统哲学“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思想融合。李泽 

厚将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灵肉合一”的传统精神，称为“审 

美的境界”，是一种“乐感文化”_l 。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 的 

思维模式和 日常生活 ，成为“超越社会 、超越个体心理 而存 的 

客观现实世界”l J。 

真正在主体审美活动过程 中，影响他已有的审美能力实 

现的是主体所处的时代。审美上的文化相对只有在相对封 

闭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中才成为可能，而在一个开放社会，文 

化壁垒的崩溃，使得同时代的个体在审美能力与爱好上呈现 

出来某种称为“时代感”的审美风尚。这种时代共性往往是 

表层的，并表现为审美上的非个性化现象 ，它是群体压力对 

个体产生的不 自觉 的顺从行为。在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空前 

复杂的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的时期，在显层上，这些多元文 

化交替并置且彼此克制；在深层上，整个社会则存在文化变 

异的巨大可能性_】 。在当代中国，文化现实及大众生存实 

践的“审美化”所隐喻的“物质主义”精神特征，以及对“真实 

感性”和“现实感性”在本体论上创造性意味的差异，构成了 

当代审美文化领域中“感性主义的”泛滥。表现为经济价值 

规律在体育竞技领域的扩张；以金钱、畸形民族主义和地方 

意义基础上产生的消极娱乐 ；以及在 比赛 中所表现出的虚幻 

亢奋。同时 ，对这些活 动的享受赋予 了“审美的”外观 。并不 

断演化为一种当下价值态度和意志。 

当代体育审美教育，强调人的 自我生命意味的开发；将 

人的全面 自由的发展作为审美教育的理想 ；强调人的 自身文 

化价值领域的主体地位；当代体育审美教育活动不再作为一 

种训练个体技能的单一性知识教育 ；为 自身提供一个具体介 

入当代文化重建过程的现实途径；培养“反思的人”lHj是体 

育审美教育的任务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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