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3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3)2021,2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教育思想的审美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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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教育思想作为优秀的文化之一，需要我们将古代应用写作教育思想进行总结，借鉴其
中优秀的部分，对于当前我国文学的写作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写作教学的过
程中，必须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中的审美价值，加强对学生的审美教育。因此，就需要挖掘中国古代应
用写作教育思想中的审美价值，从而提高我国文学写作教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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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现了文章背诵的困难，但同时也显示了背诵文章的

重要性。虽然背诵优美经典的文章存在一定的困难，但

是只要激发学生的背诵兴趣，采取适当的背诵记忆方法，

从而降低背诵的难度，提高学生的背诵水平。只有通过

阅读经典文章，才能丰富学生写作中的精神和诗性，经

典作品能够推动学生人格的完善，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

和写作素养，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1.2 增加学生的生活积淀
写作的灵感来源于实践，生活的积淀是写作的源泉，

在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教育思想之中，十分重视学以致用。

在我国古代时期，十分重视生活和实践，比如，“穷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但是在当前我国写作教学中，往往以传统的教学

模式为主，重视对学生的应试能力进行培养，只关注对

于学生的理论知识培养，而忽略了对于学生的实践和生

活知识的教育，这种“贵在体验”的中国古代应用写作

教育理念是当前我们教育所缺乏的，应当大力推行。当

前许多学生认为只需要背会古诗词，就能够理解其中的

意会和素养，但是对于我国许多学生来说，往往只是进

行表面知识的背诵和运用，缺乏实践和应用的环节，导

致写作的内容无法充分反映古诗的灵魂和精髓。想要检

验学生在写作方面的具体认知，观察学生的灵活应变能

力，就需要注重对学生的生活实践知识进行检验。在宋

代，我国著名的传统大儒学家朱熹认为：如果一个人已

经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是却很难写出一篇很好的文

章，就说明他还缺乏一定的认识和写作方面的具体认知，

因此就需要注重实践，提高自身的认识。在我国古代应

用写作教育中，往往将实践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宋代林

希元认为：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识

见言论次之。因此，想要写好文章，提高学生的写作水

平，就需要让学生投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品味生

活百态。

1.3 提升学生人格品味
我国古代应用写作教育思想理念认为，想要创作出

更加高尚的作品，就需要写作主体具有高尚的人格。比

如，辛弃疾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创作了许多优

秀的作品，古人认为，辛弃疾所写的词能够达到“春云

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与他高尚的

人格是密不可分的，辛弃疾的性格中充满了豪气，通过

最近几年，我国逐渐重视对于学生的素质教育，注

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不断在基础教育中加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但是，在当前我国的写作教学中，却

忽略了对于中国古代应用写作的教学。从我国古代至今，

流传了许多优秀的写作理论作品，包括陆机的《文赋》、

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都详细

的介绍了写作的要点等。随着最近几年对于传统文化逐

渐重视，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国

古代写作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我国古

代写作教育思想中，既有许多优良的方面，也有一些不

良的方面，因此，在对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教育思想的审

美价值进行研究时，必须要以辩证的角度看待问题，取

其精华，古为今用，从而为当代写作教育提供借鉴，推

动当代写作教育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同时，

通过加强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素

养，促进学生人格和性格的全面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在中国古代文学之中，包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需

要学校加强对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国古代文学

作为文学艺术类的人文学科之一，能够充分把握人类的

思想和情感，与人类的审美具有很大的联系。因此，在

对学生进行基础写作教育时，就要善于挖掘古文作品中

的审美价值，将写作教育与审美教育相结合起来。

1  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教育思想

1.1 增加学生的阅读积淀
在我国古代写作教育中，一直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

力为主，注重学生的阅读积淀，即厚积薄发。通过加强

阅读，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能够促进学生心智的成长，

提高学生的价值观，使学生能够养成宽厚的心胸和渊博

的知识，从而便于学生的文章构思。同时，通过加强阅

读，使学生能够将所读经典与自己写作文章进行对比，

从而发现自己文章中的不足，加以改进。当前，对于我

国的写作教育来说，往往忽视对于学生的阅读教学，导

致学生读书太少，缺乏一定的阅读积淀，影响了写作的

内涵和水平。在我国古代应用写作教育中，除了重视学

生的阅读之外，也要求学生对一些优美的文章进行背诵，

从而增加对经典文章的理解和记忆。在清代张潮的《幽

梦影》中记载，“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

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用书不难，能记为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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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将这股豪气表现出来，提高了写作的品质。在古代

许多写作经典之中，都展现了古人的智慧和精神。在中

国古代应用写作教育思想之中，古人都是以人格品位放

在第一位，只有具备高尚的品格，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

品。因此，古人在进行写作教学时，往往先以一些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言行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性格，

通过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修养。当

然，有时也会出现品格和写作水平相背离的情况，有的

人即使人格十分卑劣，但是由于具有高超的技术和写作

水平，依旧可以写出好的文章，但是，对于当前我国许

多学校的写作教学，仅仅注重对于学生写作手法和文辞

水平的培养，而忽略了对于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因此，

就需要注重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培养学生高尚的品

格，从而能够实现写作主体内心情志的抒发，提高写作 
的质量。

2  中国古代写作教育思想中的审美价值

2.1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
在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思想之中，在写文章之前，要

先进行“辩体”，根据文章结构的不同特点，要辨析每种

文体之间的差异。根据文章体裁的不同，需要对所写作

的文章设置一定的限制，每个题材的文章都有自身共同

遵守的准则，同时每种文体都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一

视同仁。同时，在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思想之中，对于每

一种文体来说，都具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并且

每一种文体的兴盛消亡都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在中

国古代应用写作思想之中，可以反应“体有万殊，物无

一量”的审美价值，反映了变化之美。

2.2 立意要纯，一而贯摄
古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及其重视立意，使文章具备

更深的意义。在一些古代文章之中可以发现，其并不具

备华丽的语言和辞藻，但是却具备深远的意义，成为了

传世经典。古代在写作教学时，教导学生注重立意，倡

导真实和深刻的情怀表达，增加文章的意义。比如，在

《悯农》诗篇之中，语言十分朴实，几乎没有什么华丽的

辞藻，但是却具备丰富的意义，表现了农民生存的艰辛

与无奈，同时，在阅读之时，能够使其中的形象呼之欲

出，具有丰富的美感。古代写作教学中的立意要纯、一

贯而摄，能够表现出一种意境之美，通过借鉴和学习，

有利于创作出更加有深意的作品。

2.3 首尾周密，表里一体
在古代应用写作思想之中，古人重视文章结构的完

整性和流畅性，在传授学生写文章之时，注重首尾周密、

表里一体。古代在论写作时，注重“意脉”，就是指写文

章时要像人体的脉络一样，将整篇文章进行融会贯通，

实现整篇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相呼应。在古人的写作教学

之中，十分注重文章的结构之美，不可杂乱无章。甚至

对于一些写作大家来说，甚至将结构放在第一位，讲究

文章层次清晰。这种思想之下，能够使文章更加大体匀

称，全文能够贯通一体，展现了结构之美。在文章结构

方面，古人还主张需要一波三折，增加文章结构的起伏，

从而提高文章的吸引力，增加文章的美感。古代注重

“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展现了一种结构之美。

2.4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在古代应用写作思想之中，古人重视对于语言的锤

炼，提高语言的价值。首先，在凝炼文章语言之时，要

注重繁简适宜。在一篇文章之中，要尽量用精炼华丽的

语句进行表达，杜绝多余的冗句。其次，对于文章的语

言，还需要保持语言的含蓄性，从而增加文章句子的趣

味性，能够达到语不穷尽，剧有余味，篇有余意。我国

古代在进行写作教学时，十分注重学生语言的锤炼，通

过采用优美华丽的辞藻，保持语言的含蓄性，展现了语

言之美。在文章之中，通过用心去锤炼语言，在观察每

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时，都能够具有不同的韵味，表

现出古文的语言之美。

3  结语

在我国古代写作教育之中，具有许多丰富的审美价

值，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因此，就需要教师和

学生继承这些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选择其中优秀的文

化，丰富和提高自身的写作水平，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使学生所写作的文章能够充斥美感，提高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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