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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以美育人
——大学语文美育教育与思政的实践策略分析

谭　琴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随着“五育并举”理念的提出，美育教育越来越受高校语文教师重视，进一步促进了美育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有利于践行“以

文化人，以美育人”教育理念，提升大学生审美能力和道德素养。大学语文教师要挖掘教材中蕴含的美育素材，开展古诗词专题教学，

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开展名著阅读教学，引导学生深度阅读，提升他们鉴赏能力和道德素养；组织课本剧表演活动，鼓励学生文学创作，

提升他们创新能力和人文素养；把美育和思政融入大学语文评价体系中，提升学生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大学语文美育教育和思

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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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我国高等院校的必修课，包括了古诗词、文言文、散

文、小说、诗歌等，蕴含着丰富的美育教育素材和思政教育素材，

不仅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还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和道德素养，进一步促

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发挥语文学科独特育人价值。大

学语文教师要积极促进美育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开展边塞诗

专题教学，带领学生了解古代戍边战士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爱

国精神，厚植他们的家国情怀，提升他们的古诗词鉴赏能力，开

展名著阅读教学，带领学生分析名著创作手法、人物塑造方法，

提升他们文学鉴赏能力，弘扬名著主人公美德，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从而提升大学语文美育与思政教育质量。

一、大学语文美育教育与思政教育关系分析

（一）相似的育人目标

美育教育包括了审美教育、人文教育，旨在提升学生欣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渗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从而提升学生审美能

力和道德素养。思政教育则是包括了法治教育、劳动教育、价值

观、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全面提升学生道德素

养。由此可见，美育与思政教育的育人目标是一致的。大学语文

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和思政教育素材，有利于促进二者融合，

让学生深度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为美育和思政教育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相辅相成的育人关系

从功能上看，美育是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塑造

学生美好心灵、提升他们审美能力，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为思政教育奠定良好基础。大学语文教师要明确美育教育和思政

教育之间的关系，挖掘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等模块蕴含的美育

和思政教育元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端正学生价值观、人

生观，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品位，进一步推动课程思政建设，

发挥语文课美育价值，提高思政教育实效性和育人价值。

（三）有机统一的教学理念

促进大学语文美育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是新时代“大思政”

格局下的必然选择，构建了美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模式，整合

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语文教学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让美育浸

润学生心田，让思政教育洗礼学生内心，进一步提升语文教学质量。

此外，大学语文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教材中蕴含

的美育素材，例如通过古诗词、文言文、散文等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提升他们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渗透以美育人理念，同时提升

学生道德素养，体现了美育与思政教育的内在统一理念。

（四）协同育人关系

随着“五育并举”和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美育教育和思政

教育的融合进一步深入，优化了大学语文教学资源配置，完善了

协同育人模式，有利于发挥出大学语文课程独特的美育与思政教

育价值，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和道德情操。此外，

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转变了大学语文教师教学理念，督促他们挖

掘教材中蕴含的美育、思政教育素材，把语文、美育和思政教育

融为一体，打造更有艺术气息、人情味儿的语文课堂，从而提升

大学语文教学质量。

二、大学语文美育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较少

随着课程思政理念的推进，大学语文教师意识到思政教育的

重要性，开始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但是个人思政教育能

力有限，语文知识点和思政教育的融合比较生硬，难以激发学生

情感共鸣，也忽略了把美育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起来，影响了思

政教育质量。部分语文教师对美育教育与思政教育之间的关系定

位不准确，把二者割裂开来，结合古诗词、散文等渗透美育教育，

提升学生文学鉴赏能力和艺术审美能力，但是却忽略了挖掘课文

中蕴含的爱国主义、工匠精神和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影响了美

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二）美育与思政教育素材比较单一

部分大学语文教师教学理念比较保守，局限于挖掘教材中蕴

含的美育、思政教育素材，忽略了开发与教材知识点相关的课外

美育和思政教育素材，单一的教学素材难以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

趣，也影响了美育与思政协同育人效果。例如部分教师忽略了把

时政新闻、课外名著融入教学中，单一的教学素材限制了学生学

习视野，也影响了他们对古典文学、世界文学等的理解，制约了

他们文学审美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和文化自信的发展，这是大

学语文教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流于形式

大学语文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方式比较单一，局限于理论讲

解，缺少实践活动支撑，难以发挥出美育与思政协同育人优势。

例如教师在散文教学中，更侧重为学生讲解现代诗歌的意象美、

意境美和情感美，带领学生对比中外诗歌不同特点，分析席慕蓉、

徐志摩和林徽因等诗歌特点，美育教育方式比较单一，忽略了组

织诗歌朗诵、诗歌鉴赏分享会和诗歌情景剧表演等活动，导致美

育与思政教育融合流于形式，难以落实以美育人、以文化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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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

三、大学语文美育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实践策略

（一）开展古诗词专题教学，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大学语文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教材中蕴含的

美育、思政教育素材，构建融合教学模式，进一步提升学生审美

能力和道德素养。首先，教师可以开展古诗词专题教学，分为山

水田园诗、边塞诗，搜集课内外相关古诗词，积极开展“品古诗

词韵味”专题教学，带领学生走进诗的国度，让他们通过古诗词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他们鉴赏能力和爱国情怀。例如教

师可以利用微课播放王之涣的《凉州词》和王维的《使至塞上》

诵读视频，让学生了解诗人笔下金戈铁马、黄沙漫天的边塞战斗

场面，让他们感受古代戍边战士保家卫国、英勇杀敌的爱国情怀，

激发他们对古诗词的热爱。学生可以自主翻译这些边塞诗，分析

其中的修辞手法、情感主旨，创作边塞诗绘画作品，呈现自己对

边塞诗的理解。其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古诗词鉴赏

体验，让他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边塞诗进行阐述，活跃课堂

氛围，引领他们深度鉴赏古诗词。例如学生可以结合自己创作的

边塞诗绘画作品进行分享，赞美古代戍边将士们不怕牺牲、吃苦

耐劳、热爱祖国、顽强不屈的爱国精神，呼吁同学们学习这种爱

国精神。古诗词专题教学可以促进美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引导

学生体会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厚植他们的

家国情怀，提升他们道德情操和审美能力。

（二）开展名著阅读教学，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很多大学生沉迷短视频、网络游戏，

看书的时间非常少，阅读量匮乏，影响了个人阅读能力和人文素

养发展。为了提升大学生阅读能力和人文素养，大学生语文教师

要创新名著阅读教学模式，搜集与名著相关的视频，帮助学生快

速了解名著内容，引导学生分析名著情节设计、写作手法和人物

形象等，让他们体会名著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主人公身上的美好

品质等，促进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第一，教师可以带领学生阅

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搜集相关短视频，引导学生分析海

明威独特的叙事语言、渔夫形象，鼓励他们写读书笔记，让他们

记录阅读感受。有的学生认为海明威叙事语言更注重写实性，没

有华丽的辞藻，却打动人心，赞美了人类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渔夫正是我们的缩影，希望每个人都敢于和命运、大自然作斗争。

第二，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红色文学名著《红岩》，让他们了

解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员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的革命

精神，渗透红色文化教育，让阅读提升学生爱国情怀。学生可以

分析书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革命烈士形象，分析他们在面对敌人

时的坚定理想信念，分析作者细腻的语言、神态、动作描写，感

受共产党员崇高爱国主义，继承先辈志向，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使命，提升个人道德素养。名著阅读教学不仅可以提升学生

鉴赏能力，为他们提供丰富写作素材，还可以引导学生学习人物

身上的崇高道德品质，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

（三）组织课本剧表演活动，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大学语文教师要组织美育与思政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

践活动中接受美育和思政教育的熏陶，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

作能力。教师可以组织课本剧表演活动，鼓励学生对课文进行“二

次创作”，让他们把课文改编为课本剧，从而提升他们的欣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同时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例如教师可以鼓励学

生对《哈姆雷特》进行改编，让他们选取小说中的某一个章节进

行创作，让他们自由结组进行课本剧表演，把阅读、写作和舞台

表演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有的小组参考了话

剧《哈姆雷特》片段，选取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突遭父亲去世，经

过调查发现是叔父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决心复仇的他却又遭遇了

各种波折，最终中毒而亡的悲剧。此外，教师可以组织课本剧表

演活动，为学生搭建切磋艺术的舞台，让他们欣赏精彩的课本剧

演出，引导他们扬长避短，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学生可以借鉴

其他小组课本剧精彩台词、舞台表演方式，完善本小组剧本，感

受戏剧艺术魅力，积累艺术创作与舞台表演经验，进一步提升个

人语言应用能力、创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课本剧表演创新了阅读

与写作教学融合方式，也拓展了美育和思政教育融合渠道，有利

于提升大学语文课堂教学质量。

（四）完善语文教学评价体系，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大学语文教师要把美育、思政教育融入教学评价体系中，构

建“教学评一体化”教学模式，把阅读、口语交际、写作等模块

衔接起来，构建协同育人模式，从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首先，教师可以设置审美能力、文学创作能力、团队精神、创新

能力和文化自信等评价指标，明确古诗词、名著阅读、诗歌鉴赏

和应用文写作等教学模块评价指标，促进美育教育和思政教育的

融合，并把这些评价指标纳入语文期末成绩考核中，增强学生对

美育、思政教育的重视。例如教师在阅读教学模块可以设计名著

鉴赏、情感主旨、道德素养等评价指标，实施 A，B，C 分层评价，

全方位点评学生文学鉴赏能力、情感价值观和创作能力，完善大

学语文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其次，教师可以实施过程

性评价，把美育、思政教育评价贯穿整堂语文课，对学生课前预习、

课堂发言、课本剧表演、阅读鉴赏和语文作业完成质量等进行评价，

并根据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灵活调整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进一

步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大学语文

教师要明确美育和思政教育评价指标，根据课堂教学情况、学生

反馈调整评价指标，开展动态化评价，激发学生对文学艺术的热爱，

提升他们审美能力，弘扬正能量，从而提升他们语文学习能力。

四、结语

大学语文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和“五育并举”理念，整

合教材优质教学资源，结合古诗词开展美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

他们了解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增强他们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带领学生阅读古今中外名著，弘扬正能量，提升他们道德素养，

促进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同时，教师还要组织美育与思政教育

融合活动，鼓励学生自主排演课本剧，激发他们创作积极性，提

升他们创造美的能力，培养他们敢于创新、传承民族精神的美好

品德，把美育和思政融入语文教学评价体系中，构建美育、语文

和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模式，提升大学语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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