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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品评，融创
——试述提高大学生文学艺术鉴赏水平的路径

高锦奎
（南宁学院  广西南宁  530200）

所谓文学鉴赏水平是指学生需要在文学作品阅读时，加强
对文学作品中心思想、艺术形象、表现形式等等综合方面的鉴
赏，通过鉴赏和理解，不仅能感悟和领略不同的文化美，也能
帮助学生提升语文素养。古今中外有很多优质文学作品，大学
生可以根据兴趣特点进行选择性阅读。加强文学作品阅读，不
仅能帮助学生拓展眼界，也能使学生在情感和价值观方面受到
一定熏陶，还能使学生感受祖国山河，唤起学生对生活与自然
的热爱。

1、提高大学生文学艺术鉴赏水平的意义

素质教育要求加强对学生综合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文
学艺术鉴赏水平正好属于这一范畴内。因此，提高大学生文学
艺术鉴赏水平，也能有效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学生不仅能在文
学作品中提升道德修养，也能适当增强审美情趣。不同文学作
品呈现不同内涵，不同文化意识也以文学作品为载体。但学生
只有具备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才能在阅读中不断领略文学之
美。同时，当学生文学艺术鉴赏水平逐渐提升时，学生有能力
根据个人特点，选择针对性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并产生对文学
作品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阅读本身就属于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
学生可以通过阅读开启人生智慧掌握生命密码，同时也能增加
欣赏水平和判断能力，促进自身综合能力的有效增强。

2、提高大学生文学鉴赏水平的重要性

文学鉴赏水平是国家对大学生的教育目标之一，大学生不
仅要有较高的文学鉴赏水平，也需要有能力全面理解文学作品，
这样才能促进自身综合能力的快速提升，并有效提升自身综合
素质。

2.1  促进学生审美能力提升
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和真实情景的映现，很多文学作品

会通过独特语言和独特的描写方式，体现人间百态。学生通过
了解文学作品，不仅能了解其背后蕴含的思想，也能建立积极
的人生态度，增强自身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提升。同时，文学
作品还能帮助大学生更清晰的认知社会本质。很多学生会通过
通过阅读，感受心灵愉悦。并且，很多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情节，
也会使学生加强对美的感知，帮助学生积极接受美的熏陶。而
提升大学生文学鉴赏水平，也能促进审美能力和欣赏能力提升，
使学生在成长中深刻认识文字魅力。

2.2  促进学生人文素养提升
文学作品不仅能反映真实社会，也能帮助学生发现和领略

真善美，并帮助学生加强对生活的真实认知。同时，学生阅读
和积累大量文学资料，也能增加文化积淀，提升自身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利于学生日后学习和工作，也为学生身

大学生文学艺术鉴赏水平不仅关乎其未来成长，也能加强对学生情感和欣赏品位的提升。因此，学校和教师都要加强对大

学生文学艺术鉴赏水平的提升，这样才能使学生深刻感悟文学作品之美，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升。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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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由此可见，文学鉴赏水平的提升对学生
发展十分重要，学生在提升人的素养时，也要注意不能为学习
而学习。提升文学鉴赏水平是为文学理解和阅读，希望通过阅
读领略作品之美，学生可以在阅读中，体验每个文字音符的灵
动，并通过文字领略汉字之美。虽然文学作品中不仅包括中文
作品也包括外文作品，但学生阅读的中文文献相对较多，因此
对汉字的情感也能加深，这也有利于学生人们素养提升。

2.3  促进学生写作能力提升
很多文学作品需要反复阅读才能欣赏和领略其中之美。学

生通过反复阅读，不仅能感受优美的语言文字，也能加强对人
物形象和文学结构的理解，这些都会对学生写作产生影响。学
生可以通过文学阅读，积累写作经验，提升写作能力。同时，
学生还可以对每篇文学作品写相关读后感，读后感字数不限，
只要情感真实，有感而发，能表达学生真实感受便可。学生可
以在不断写作中增强写作能力，并使每个单独汉字结合在一起，
使其谱写为一幅优美画卷。

3、提高大学生文学艺术鉴赏水平路径

感知、品评、融创，是提高大学生文学艺术鉴赏水平的关
键要素。大学生必须在发展中积极感知，加强品评， 融合创作，
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文学艺术鉴赏水平。提升文学艺术鉴赏水平，
不仅能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也能使学生在文学中加
强对美的感知，这有利于学生心灵得到升华，也有利于学生未
来全面发展。

3.1  加强感知，引导学生积累文学常识
文学作品本身魅力无限，教师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加强对文

学欣赏的兴趣，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积极主动的阅读更多文学
作品，从而促进文学常识的积累。同时，学生在阅读积累时，
也能增加文学作品感悟能力和分析能力。例如，教师可以利用
大数据技术加强对学生学习习惯和阅读习惯的收集，通过收集
大数据可以加强对学生个性特点的分析，教师可以根据分析向
学生推荐一些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和名家著作，这些作品本身具
有较深刻内涵，学生通过反复阅读、细细品味，自然能发现其
中奥妙。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引导学生加强对
文学作品的兴趣，可以使学生加强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和敏感度，
促进学生有意识的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学作品魅力。例如，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阅读一些我国古代诗词，相关诗词不仅类型丰富，
也具有较为深厚的意义和内涵。学生通过深入分析，不仅能了
解文学魅力，也能加强对年代背景和其民族精神的感知，这更
有利于拓展学生知识体系，也能使学生加强对民族精神和民族
文化的深入了解和传承。并且，积累文学常识不仅能帮助学生
在文学欣赏中融会贯通，也能使学生提升对文章的理解能力。
文学作品是由字词句组成，学生可以加强对字词句的逐一分析，
逐一分析满度较大可能需要教师指导，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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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行实时互动，以此加强对相关文学作品规律的掌握，从
而促进艺术欣赏水平有效提升。

3.2  加强品评，引导学生多视角欣赏文学作品
很多文学作品可以反映真实世界，也能抒发作者情怀。学

生加强文学作品品评，可以全方位了解作者情感，也能增加与
文学作品的共鸣，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真正主旨。同时，学生
也要学会从多视角欣赏文学作品，通过不断品评加强对作品的
解读。例如，学生需要任不同视角揣摩，体会不同文学作品，
不仅要了解其主题、思想情感、时代背景等等，还要学会从文
体裁对其进行欣赏。通过题材欣赏，不仅能了解文学作品背后
的时代特征和作者的创作思路，也能更好的理解文章精华。因
此，鉴赏文学作品本身属于一项系统性工程，教师应鼓励学生
加强对文章背后时代和思想的全方位了解，这样才能提升平平
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促进学生文化鉴赏能力卓越提升。同时，
加强品评也能使学生鉴赏水平具备个性化特征。学生可以根据
理解，自主感悟文章立场观点，不同学生阅读相同文章会有不
同感受，这和学生知识积累、人生经验、人生阅历等等相关。
1000 个人眼中有 1000 个哈姆雷特，文学作品也是如此，教师
通过阅读学生作品品评，也能加强对学生的全面了解。例如，
阅读鲁迅的同一篇小说，有的人认为讽刺，有的人认为滑稽，
有的人认为是病态。情感体悟千差万别，教师一定要加强对学
生见解的尊重，这样才能使学生的文学修养和文学鉴赏水平真
正得到提升。

3.3  融合创作，引导学生提升写作能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生不仅要加强对

文学鉴赏知识的全面了解，还有将相关知识化为己用，这样才
能有效提升美学鉴赏水平。最好的文学鉴赏方式是将“我”置
身于文学作品中，学生不仅要在阅读中加强对文学美的感悟，
也要适当思考，自己书写作品，将用何种手法，如何布局？自

问不仅能有效提升自身写作能力，还能丰富写作经验。这样学
生每品读一本作品，其中的知识和美都能化作自己知识的源泉。
学生可以深入分析欣赏文字作品，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知识本
领，积极创作，这样才能将文学鉴赏转化为一种能力。例如，
学生可以深入分析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并根据其手法进行相
关写作练习。相关写作练习不需要长篇大论，教师可以根据学
生个性特点，引导其书写篇幅合适的作品，这样不仅能激发学
生写作兴趣，也避免学生对写作产生厌烦心理。同时，学生通
过模仿练习，不仅能提升创作积极性，也能通过反读阅读深入
了解文学作品的真正内涵，并提升自身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学
生在进行融合创作时，会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进行深入揣摩，
这也有利于学生加强情境式体验。融合创作不仅是大学生的必
备能力，也是大学生必备的文学鉴赏能力。

4、结语

文学鉴赏就是在感知和品评过程中，领略文学之美。学生
提升文学鉴赏水平，不仅快速领略文学之美，还能加强对文学
作品的全面理解。每个学生的鉴赏能力和鉴赏水平不同，因此，
后期对文学作品的记忆时间和理解程度以及感受也会有所区
别。学校和教师都要为学生构建积极的阅读环境，学生也要在
阅读中，加强情感体验，这样才能提升生活修养和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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