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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高职学生写作审美素养提升路径探析

王梦珺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在当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写作能力的内涵已从单纯的技术性表达向审美性创造延伸。五年制

高职学生正处于审美观念形成的关键期，其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语言贫乏、思维扁平、创意缺失等现象，暴露出工具理性

主导下人文素养培育的结构性缺失。写作审美素养作为融合语言运用能力与艺术感知能力的复合型素养，包含三个基本维

度：审美感知—审美实践—审美创造。这种素养的培育不仅关乎写作教学质量的提升，更是实现“德技并修”育人目标的

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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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制高职写作审美教育的现实诉求

在国家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将“德技并修”作为职业教育的育

人要求。这一方案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写作

审美素养作为人文素养的核心要素，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在当今社会，技术

与人文相互融合且缺一不可，具备较高审美素养的技术人

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在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

中发挥桥梁作用。他们不仅能创造出更具实用性的成果，

还能赋予技术成果以美的形态和文化内涵，从而提升整个

行业的文化品质和竞争力。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

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年版）》提出的“语言理解与运

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发现与鉴赏”等核心素养

要求，但在实际教学中，现行写作课程体系尚未有效落实

这些要求。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较为传统，局限于应用文

格式训练和应用文写作技巧的传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和个性化需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参与和积极

思考，难以真正提高自己的写作审美素养。职业教育的类

型化发展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以满足社

会经济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然而，这种实用主义取

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审美教育的人文属性。写作教学作

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传授学生写作技能，

还要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但在现实教学中，

由于过于注重职业技能的训练，审美教育往往被边缘化，

导致学生在写作中缺乏对人性、情感和文化的深度思考，

作品呈现出机械化、功利化的倾向。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五年制高职学生接触到大量的信

息，但这些信息多为碎片化、表面化的，导致学生对美的

感知变得迟钝。在写作中，表现为对语言文字的美感缺乏

敏锐的洞察力，难以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

想和情感。例如，在撰写议论文时，论点不明确，论据无

法有效支撑论点，论证过程缺乏条理性和连贯性。这种现

象反映出学生在写作时缺乏整体规划和布局能力，不能很

好地组织材料和安排文章结构，导致文章内容空洞、缺乏

说服力。因此，从写作模块切入，提升学生审美素养的必

然要求。

二、写作审美素养的核心维度与培养逻辑

提升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写作审美素养，从以下三个核心

维度出发，即“审美感知”“审美实践”和“审美创造”

。审美感知是写作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感知和体验的能力，

是审美素养的起始点。它包括对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

等各种美的形式的感知和欣赏。在写作中，审美感知能够

帮助写作者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中的美，为写作提供丰富的

素材和灵感。例如，当描写一个人时，具有较强审美感知

的写作者能够观察到人物的外貌特征、神态气质以及行为

举止中所蕴含的美，并通过细腻的描写将其展现出来，使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审美实践是写作者将审美感知转化为

实际写作活动的过程，是在写作中对美的进一步探索和实

践。它要求写作者不仅要有对美的感受能力，还要有将美

表现出来的能力。在写作实践中，学生可以通过运用各种

修辞手法、表现手法以及不同的文体风格来表达自己对美

的理解，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表现力。例如，在写诗歌

时，学生可以运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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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富有美感的意境，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审美创造是

写作审美素养的最高层次，是在审美感知和审美实践的基

础上，创造出具有独特美感价值的文学作品的能力。它要

求写作者具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能够突破传统的写作模

式和方法，表达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见解和情感体验。在审

美创造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联想能

力，挖掘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

形式进行创作，从而创造出具有个性魅力的作品。

五年制高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其认知能

力和审美观念也在逐渐形成和发展。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

展理论，这个阶段的学生处于形式运算阶段，具备了一定

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能够进行较复杂的认知

活动。因此，在写作审美素养的培养过程中，应根据学生

的认知发展规律，采用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

从审美感知的培养入手，通过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美、

欣赏优秀的文学作品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

最后，通过启发式教学、创新思维训练等方法，激发学生

的创造力，培养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

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注重学生的

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培养。因此，写作审美素养的培养应

紧密结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将审美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中。

三、写作审美素养提升的实操路径与方法

五年制高职院校应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和职业教

育的特点，构建科学合理的写作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应涵

盖基础写作、文学写作、应用写作等多个领域，形成梯度

递进的课程结构。在基础写作课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基

本写作能力和审美感知能力；在文学写作课程中，引导学

生欣赏和学习经典文学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和文学素养；在应用写作课程中，结合学生所学专业，重

点培养学生的职业写作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例如，针对

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可以开设商务英语写作、外贸函电

写作等课程，使学生掌握不同类型商务文书的写作方法和

技巧，同时培养学生在商务交流中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审

美素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整合多元的文化资源和

美学元素。不仅要选取经典的文学作品作为教学案例，还

要关注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以及民间文化艺术等。通过引入

不同类型的文本，拓宽学生的审美视野，丰富学生的审美

体验。例如，在讲解描写风景的作文时，可以选择古代山

水诗词、现代散文以及民间歌谣等多种体裁的作品，让学

生感受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自然之

美。同时，还可以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和旅游资源，组织

学生进行实地采风和写作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大自然的

美和地域文化的魅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和写作灵

感。除了常规的写作练习外，还应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

活动。例如，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写作比赛，如作文大赛、

征文比赛等，通过与其他院校学生的交流和竞争，激发学

生的写作热情和竞争意识；开展校园文学社团活动，鼓励

学生创办文学社刊、参加文学讲座等，为学生提供一个展

示自我和交流学习的平台；与企业合作开展项目式写作实

践活动，让学生参与企业的宣传文案撰写、产品策划书制

作等项目，提高学生的职业写作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在课程体系构建中，需注重写作能力与审美教育的深度

融合。基础写作课程可通过“感知—模仿—创作”三阶训

练法推进，如在景物描写单元中，先引导学生观察校园秋

叶飘落的动态美，再对比赏析朱自清《荷塘月色》与川端

康成《雪国》的意象营造差异，最后以“光影交响曲”为

主题进行创作。为增强课堂互动性，可引入“美学盲盒”

教学法，将装有不同质感布料、古典音乐片段、名画局部

图片的盲盒分发给学生，要求通过触觉、听觉、视觉的联

动激发写作灵感。教学资源的开发应突破传统文本局限，

构建“三维美学素材库”。纵向维度上，建立从甲骨文造

字美学到网络表情符号的视觉符号发展史案例集；横向

维度上，整合苏州园林的空间美学、景德镇瓷器的纹样美

学、苗族银饰的造型美学等地域文化资源；数字维度上，

开发AR诗词地图，让学生扫描校园建筑即可触发对应的建

筑美学讲解与写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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