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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审美教育”是一个热词，那么什么是审美教育？很多教育书籍上

都有解释，笔者认为，审美教育就是通过比较艺术的手段对人（这里包括的范围

主要是中小学生）进行教育，当然，还包括自然、社会物质和精神等一切美的形

式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是要美化人们的言行举止，最终提高心智美德与

道德情操。作为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那就是语文教师要通过语

文教学这一职业平台，充分利用课本以及相关教学媒介（如钉钉、学习强国等）,

对学生进行学科知识、言行举止、思想道德、情感等方面的美学教育。

一、“审美教育”在语文教育中不可或缺

(一)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参照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中国中高考评价体系”

来指导教学，各个题型都与审美教育相关，如诗歌鉴赏，经常考查诗人表达的情

感。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重点强调了美育

的重要性，它具有陶冶情操、提升素养、增长智力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审美教育”对当代中学生的教育意义

“一课一得”是语文教师在教学中的教学重点，我们力图能够进一步提升学

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表达能力、审美评价和思辨探究能力，为终身学习和有

个性的发展夯实基础。所以，审美教育应该渗透在每一节语文课的教学之中，每

一册的语文教材都兼有中外经典名篇，有的诙谐幽默，透着智慧的灵光；有的文

质朴素、读后令人齿颊留香；有的清雅妩媚，尽显婉约柔美；有的激越壮阔，彰

显阳刚之美……这些文学作品集结了人文美、自然美、科技美、社会美和艺术美

等审美因素。

如教学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可以让学生联系李森祥的《台阶》，这两篇都

是写父亲的作品，可以先让学生自主阅读体味，去感受父爱的平凡与伟大，品味

经典的语句，特别是那些精美的排比语段，指导学生进行审美体验和创造。以及

对父亲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的句子，值得品味，“攀、爬、蹬”……通过引导学



生自主品读语句，到鉴赏，再到模仿创造，让他们品尝阅读给人带来的兴奋，并

且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进而感受美文带来的审美体验。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

林斯基曾说过，“没有美育就没有任何教育”；思想家黑格尔也曾认为，“美只能

在形象中见出”，是我们“可观照，可用感官接受的一些东西”。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更要充分体现课程的美育功能，让课堂成为美育的殿堂，

把知识性、趣味性、审美性、文学性于一炉，不断地提升孩子们的各种感知、鉴

赏、评价美的能力。

二、语文审美教育中存在的弊端

(一)“审美膨胀”改变了语文性质

鉴于语文的性质，教师可以从表层和深层来作解释。语文的工具性为“表层”，

与“目的性”相对，主要解决语文课堂上“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是学习

语文基础；“人文性”为“深层”，和“科学性”相对，主要解决学生“为何学”、

“学的意义”的问题，是语文的精髓所在。因此，语文课程的知识、人文、审美

教育都有异于其他课程。并且语文学科最大的特点是审美体验，让孩子们在学习

中受到熏陶感染，这种体验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无声的。可以说，在语文课程

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指引下，大家对语文学科是愈加重视。但是各种

解说、以及考试分数的限定，家长对孩子分数的要求，让大多数语文老师甚是尴

尬，感觉越教越迷茫。幸好，教育部推动国学节目的开展，历史上从没有这么重

视过语文，很多地方已经进入语文大分的时代，语文老师研究考纲，解剖语文各

题的知识点，力图把最简单直接的考题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但是，人为的包装与

装饰，真的能让学生学好语文吗？我们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过学生需要什

么样的语文来滋养他们的心灵。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提到李白、鲁迅、奥斯特洛

夫斯基、罗曼罗兰等作家，以为孩子们会喜欢，可没有想到，孩子们一听到就头

疼，讨厌被古诗，讨厌这些中外长篇大论的名著。很多语文教师还在一讲到底，

照本宣科，把很多美文肢解得支离破碎，毫无生趣，语文课堂效率无法提升。

可能我们都高估了语文的作用，它本来就是一门普通的学科。虽然我们生活、



学习中随时可以用到它，但要通过语文，让学生达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的效果，可能言过其实。语文是人文学科，需要有生活的积淀，感悟和终生的学

习，才能慢慢呈现价值，纯粹的语文教学课堂效果能慢慢浸润学生心灵。那些框

架，过多的修饰，只能让语文的价值异化，我们要返璞归真，拒绝喧嚣，宁静才

能致远。

(二)将审美的理论知识凌驾于实际的语言文字运用上

每一位中国人，应该把母语学好。语言文字的表达，可以从各个角度呈现，

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如阅读、讨论、合作对话、交流反馈等方式，学生学

会用文字表情达意，教师通过教学，让学生体会情感与生命的思考，进行审美提

升，进而逐步形成一个人的核心素养。

三、语文课堂上审美教育的教学之道

语文课程是让学生提升文化积淀、心灵成长的一门学科，教师在日常教学中，

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字能让学生精神愉悦，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那

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将审美教育融入到语文学科呢？

(一)要让师生形成共识：学习语文令人终生受益

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又踏实，我们只有沉静下心来，才能逐渐领会

它的精髓，感受它的博大，其后才能做到“博闻而笃行，厚积而薄发”。在审美

的教育过程中，生师共同成长。只是教师在教育中起引路人的作用，自己习得的

东西分享并传授给学生，或者可以与学生对话、讨论进行思想的碰撞和精神的交

流，进而使学生在精神审美上产生共识。

(二)用优美的语言文字，陶怡学生情操，感受语文魅力

苏联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想要文学创作，那么离不开语言。在部编版语文

教材中随便翻看一篇文章，即可呈现妙笔生花、行云流水的文本。教师教授文章，

其实就是教会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审美。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方法多样，可以用

特定的环境或音频带领孩子到文本中，让孩子自行品位文字的美，感受语言美；

也可采用让学生带着问题来读，全班朗读、小组朗读、学生个人诵读、教师领读



等方式，让学生发现文章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用汪曾祺先生的《昆明的雨》来说，这篇文章文字优美，感人至深，“昆明

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多么富

有质感的文字啊，学生可以从文字中体会到作者对昆明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

这是一种永恒的向心力，作为学生是爱国是永恒的旋律，是民族的魂。这样的文

章还有很多，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朱自清的《春》、自读课文里的《乡土情

结》等现代散文，还有大量优美的古诗词，如杜甫的《春望》、文天祥的《过零

丁洋》等，对我们华夏子孙来讲，先人创造的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段历史的烙印、

一个民族的希望、一尊不朽的图腾。这些文字光芒四射、亘古流传，是祖先的心

血，美不胜收！所以这些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字展现在学生面前，他们肯定会怦然

心动，甚至会“沉醉不知归路”。

(三)联系现实生活，进行审美教育

文以载道，字以传情，每一篇文章的呈现，都蕴含了作者创作时的背景、思

想和情感，那么文章思想和情感怎样表现出来呢？主要是从人物形象、社会生活

等方面来分析。比如人物的赏析方面，如契诃夫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 6 次

“变色”，对美丑的对照异常鲜明。《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就是典型的

外貌丑而心灵美的形象，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此外，还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

生活现象，发现生活之美，从自然、人文、社会现象中探寻感悟和哲理，使学生

们产生思想上的共鸣，领会其内在的道理。

(四)优化教师的教法，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1.语文教师要有“五美”

作为语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具有内涵美、语言美、情感美、板

书美、教态美，给学生们带来强烈的视听感受和审美享受。教师用美的教学形式

唤起学生的审美体验，“亲其师，信其道”，学生肯定会对语文产生浓厚的学习兴

趣，进而探究语文的深刻内涵，以实现人文之美、社会之美、自然之美、道德之

美和情感之美的融合，实现语文教学的育人功效。



2.教学方法呈现多样化

当前的课程改革，首先要关注教材，其次是教法，实现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语文教学主张可以自主学习，可以合作探究，灵活多变，课堂上还可以激趣、讨

论、表演等方式，让课堂充满乐趣，在快乐中学习语文，真正实现寓教于乐。

因此，在现代化教学进程中，教师转变观念，博采众长，团结合作，努力打

造快乐的语文课堂，引领学生形成独特的审美感受，激发学生内驱力，使学生语

言美、思想美、人文美，进而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