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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诗画融合教学的美育新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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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小学语文诗画融合教学的教学价值、实施策略和创新实践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诗画融合教学在美育教育中的

新路径。从美育价值、学科融合价值、文化传承价值、能力发展价值等方面探讨诗画融合教学的教学价值；从教学准备、

课堂导入、讲解创作、展示评价等方面探索诗画融合教学的实施策略；从促进知识迁移、提升学科交叉、增强文化自信等

维度探究诗画融合教学的创新实践。诗画融合教学为学科交叉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

们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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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小学语文作为基

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方法的创新与优化备受关

注。将“诗画融合”这一教育理念渗透到小学语文教学中，

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突破，更是对美育教育内涵的拓

展与深化。诗歌作为文学的重要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与审美价值；绘画作为视觉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能

够直观地呈现美、表达美。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诗歌与绘

画的融合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美的窗户，这种跨学科

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诗歌的理解，还能培养他

们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两者的融合为小学语文教学提供

了全新的视角与方法，让语文课堂变成了一个充满想象力

的艺术空间，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其对美的

感知、欣赏与创造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对人才全

面发展的要求 [1]。

美育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

力，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小学语文诗歌绘画

融合教学在美育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2]。它丰富了

美育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通过诗歌与绘画的互动，能够激

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深入体会

美的内涵与价值。这种融合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许多古典诗歌与传统绘画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增强文化自信。

本文将从教学价值、实施策略和创新实践三个方面探

讨小学语文诗歌教学与绘画融合的新路径和新方法。研究

主要聚焦于小学语文诗歌教学与绘画艺术的有机融合，探

索具有创新维度的教学路径。一方面，深入分析小学语文

诗歌教材中蕴含的绘画元素，如诗歌中的意境描写、色彩

运用等。突破了传统语文教学单一依赖文字讲解的模式，

将绘画这一视觉艺术形式引入课堂，为学生创造了更加生

动、直观的学习环境，使语文学习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记忆，

引导学生通过绘画的方式将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直观的图像，

从而加深对诗歌内容与情感的理解。另一方面，借鉴绘画

艺术的构图、色彩搭配等原理，优化诗歌教学的课堂设计，

如创设富有诗意的教学情境、开展诗歌配画创作活动等，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造力。在教学方法上进行了大胆

创新，如采用“诗画互读”“诗配画创作”等特色活动，

让学生在跨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实现知识的迁移与融合，培

养综合运用能力 [3]。

1. 诗画融合的教学价值

1.1 诗画融合教学的美育价值

诗画融合教学提升审美素养，诗画融合教学让学生在

学习诗歌的同时，通过绘画直观地感受诗歌的意境美、情

感美和形式美，从而提升他们的审美感知能力、审美理解

和审美创造能力。诗画融合教学提升审美情感，绘画创作

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使他们更深刻地体会诗歌所表达

的情感，如快乐、忧伤、激昂等，并将这种情感融入绘画

作品中，培养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审美情感。在学习《静夜思》

时，学生可借绘画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感受诗歌的意境和

情感，提升对诗歌的理解和共鸣。



教育发展研究 7 卷 3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121    

1.2 诗画融合教学的学科融合价值

诗画融合教学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这种融合为小学

语文诗歌教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使教学更加生动有

趣，丰富了教学资源和方法，为学生创造了更加开放、多

元的学习环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4]。诗画融合

教学打破学科界限，诗画融合教学打破了传统语文和美术

学科之间的界限，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能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科间的

相互渗透和交叉，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

例如，在学习《咏柳》时，学生不仅需要用语文知识理解

诗句含义，还要运用美术知识描绘诗歌中的柳树形象，实

现两门学科知识的融合和迁移。

1.3 诗画融合教学的文化传承价值

诗画融合教学增强文化认同感，促进文化创新，诗画

融合教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许多诗歌和绘画作

品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学生在学习和创

作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这些文化精髓，增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将传统艺术形式与

现代审美观念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个性风格的

作品，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例如，在学习《墨

梅图》及其题诗时，学生可以了解梅花所象征的高洁品质

和中国文人画的艺术特色，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内涵。

1.4 诗画融合教学的能力发展价值

诗画融合教学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综合能力，

诗画融合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创造平台，

还能提高他们的观察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综合能力。

在将诗歌转化为绘画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根据诗歌的内容

和意境进行想象和构思，创造出独特的画面形象和艺术形

式，从而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例如，在学习《望

庐山瀑布》时，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用绘画展

现瀑布的壮观景象，发挥创造力，设计独特的画面布局和

色彩搭配。

2. 诗画融合教学的实施策略

2.1 诗画融合教学的教学准备

诗画融合教学首先要明确标准，设定目标。以《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为依据，

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明确诗画融合教学的学习

目标。例如，在教授《山居秋暝》时，目标可以是让学生

理解诗句意思、体会诗歌意境、掌握绘画创作技巧等。如

以“诗画合一”为主题，选取与绘画元素丰富的诗歌，如

《绝句》、《山行》等作为教学素材，结合美术学科知识，

设计与诗歌内容相契合的绘画活动，准备绘画工具和材料，

如画纸、彩笔、颜料等。

2.2 诗画融合教学的课堂导入

首先要通过多媒体展示，营造兴趣氛围。通过播放带

有背景音乐的诗歌朗诵音频、展示与诗歌相关的绘画作品或

动画视频等方式，营造富有诗意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情感共鸣。例如，在教授《出塞》时，播放带有苍

凉音乐的朗诵音频，让学生闭眼聆听并想象诗歌描述的景象。

在教授《凉州词》时，播放融合了西方摇滚说唱与传统民乐

琵琶的歌曲唱段，并展示以水墨画为主的征战类动画片段，

让学生在视听结合的情境中感受诗歌的意境。

2.3 诗画融合教学的讲解创作

首先教师要分步讲解，理解诗意。教师逐句讲解诗歌，

分析其中的意象、情感和艺术手法。同时，引导学生将抽

象的文字转化为具体的画面，如在讲解《绝句》时，让学

生想象春天的景色，桃花、柳树、小河等元素，并用画笔

将其描绘出来。

其次教师要组织学生互动讨论，交流创意。组织学生

分组讨论，交流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绘画创作思路。鼓励

学生相互启发，提出不同的创意和想法，培养学生的合作

能力和创新思维。

最后教师要组织学生绘画实践，创作表达。学生根据

对诗歌的理解和讨论结果，进行绘画创作。教师在学生创

作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帮助，鼓励学生大胆表现自己

的想法，注重画面的构图、色彩搭配和情感表达。

2.4 诗画融合教学的展示评价

首先教师组织学生展示作品，学生完成绘画作品后，

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展示。展示时，让学生介

绍自己的创作思路和对诗歌的理解，分享创作过程中的感

受和体会。

其次教师组织学生互评互议，学生对展示的作品进行

互评，引导学生从画面的美感、与诗歌的契合度、创意等

方面进行评价，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最后教师进行总结评议，教师对学生的绘画作品进行

全面评价，肯定学生的优点和创意，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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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进的方向。此外，教师还应总结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和

重点，加深学生对诗歌与绘画融合的理解。

3. 诗画融合教学的创新实践

3.1 诗画融合教学促进知识迁移

诗画融合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使他们在学

习过程中产生丰富的情感体验，从而加深对诗歌情感的理

解和共鸣。通过诗画融合教学，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记忆

诗歌内容，还能将这种学习方法迁移到其他学科和领域中。

诗画融合教学鼓励学生在学习诗歌时进行联想和想象，将

诗歌中的文字信息与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等联系起

来，形成独特的理解和记忆 [5]。例如，在学习《静夜思》时，

学生通过绘画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这种情感体验使他

们对诗歌的记忆更加深刻和持久。绘画作为一种视觉表达

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知识时进行理解和记

忆，如在学习历史、地理等学科时，通过绘制相关的图片、

图表等，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直观的图像，从而提高学习

效果和记忆能力。例如，在学习历史事件时，学生可以绘

制历史场景的绘画，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和记忆事件的经

过和意义。

3.2 诗画融合教学提升学科交叉

诗画融合教学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界限，将语文、

美术、音乐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在语文诗歌教学中融入

美术的绘画技巧和音乐的节奏韵律，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能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科间的相互

渗透和交叉。通过诗画融合教学能促进多学科知识交叉融

合，将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语文诗歌教

学相结合，使学生从不同角度深入理解诗歌 [6]。例如，在教

授《山居秋暝》时，学生不仅学习诗歌本身，还探究其创

作背景、感受自然风光、认识自然现象，从而丰富知识架

构，提升综合素质。将国画、水彩画、石头画、定格动画、

立体纸艺等多种美术表现形式融入诗歌教学。

3.3 诗画融合教学增强文化自信

绘画创作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诗画融合教学为

学生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和机会。在将诗歌转化为绘

画作品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进行独

特的创作，这种创新思维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在其他学科和

领域中也能够积极思考、勇于创新，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综合素质。诗画融合教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

许多诗歌和绘画作品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

学生在学习和创作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这些文

化精髓，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

而提升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在成长

过程中坚守民族文化立场，积极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4. 总结

诗画融合教学在小学语文美育中具有显著价值。它能

提升学生审美素养、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情

感共鸣、丰富情感世界、促进文化自信的形成。这种教学

方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促进

知识迁移。此外，诗画融合教学还注重文化融合与传承，

融入文化元素，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诗歌和绘画背后

的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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