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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官体验法在小学语文与艺术融合教学中的应用

刘凌燕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长胜镇中心小学，中国·江西  赣州  342800

【摘　要】多感官体验法是一种强调感知与体验的教学方法，能够促进学生多维度的学习体验。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

不仅承担着语言能力培养的任务，还需注重学生的审美素养与综合素质发展。将艺术元素融入语文教学，并结合多感官体

验法，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与审美认知。本研究探讨多感官体验法在小学语文与艺术融合教学

中的具体应用，通过分析其理论基础、实践策略与应用效果，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相关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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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感官体验法的理论基础

多感官体验法（Multisensory Learning Method）是

一种基于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学理论的发展性教学方法。该

方法强调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多种感

官，以增强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的学习深度，从而促进知

识的有效建构和持久记忆。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多元智能理论、体验式学习理论及最近发展

理论。皮亚杰（Jean Piaget）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儿

童的认知发展是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知识的，

而非被动接受外界信息。多感官体验法通过丰富的感官刺

激，使学生在主动探索和互动中加深理解，有助于知识的

内化。而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

不同的学习者具有不同的认知优势，而单一的语言或文字

教学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通过整合视觉艺术、音

乐、戏剧等多种感官体验，能够激发学生的多重智能，使

不同认知优势的学生都能获得最佳学习体验。杜威（John 

Dewey）的“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理论强调，学

习应基于真实体验，学生在实践和探索中才能真正掌握知

识。多感官体验法符合这一理念，它通过动手操作、身体

参与和感官体验，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多

感官体验法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感官刺激和互动式教学，能

够有效缩短学生的认知发展差距，提高学习效率。可见多

感官体验法以认知建构、多元智能、体验式学习和发展理

论为基础，通过整合多种感官渠道，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互动性和持久性，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使其在丰富

的体验过程中高效掌握知识。

二、多感官体验法的作用

（一）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

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通常以教师讲解和文本阅读为

主，教学内容较为单一，学生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缺乏互

动性，导致学习兴趣下降。尤其是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

单纯依赖语言文字的输入，容易让他们感到枯燥乏味，从

而影响课堂参与度和学习效果。而多感官体验法通过调动

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使语文课堂变得更加生动

有趣，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多感官体

验法能够借助音乐、绘画、戏剧、肢体语言等艺术形式，

让学生在多样化的学习过程中增强感知体验。在学习《春

晓》时，教师可以播放模拟春天自然环境的背景音乐，如

鸟鸣声、流水声，让学生在听觉体验中感受春天的生机勃

勃，从而激发他们对诗歌的兴趣。多感官体验法还能够增

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促使他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

动探索。在教授童话故事《小蝌蚪找妈妈》时，教师可以

让学生通过手工制作小蝌蚪模型或在黑板上绘制故事情

节，增强他们的视觉与触觉体验。同时，让学生分组扮演

小蝌蚪、乌龟、青蛙等角色，在表演过程中理解故事情节

和角色特征。这种戏剧化的教学方式，不仅能提升学生的

课堂参与感，还能使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加深对文本内容的

理解。

（二）增强学生的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

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是小学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之一，

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教师的讲解，学生仅通过阅

读和听讲获取信息，缺乏自主表达和深度体验的机会。多

感官体验法通过结合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使学

生在多维度感知中深入理解文本内容，并通过艺术形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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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多感官体验法能够帮助学生更加

直观地理解课文内容。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单纯的文字

描述可能较为抽象，而通过绘画、视频、戏剧等手段，可

以让课文情境变得更加直观。多感官体验法还能促进学生

的口语表达能力。语文学习不仅要让学生理解文本，还需

要培养其用语言表达思想的能力。在多感官教学中，学生

可以通过戏剧表演、故事复述、绘本创作等方式，锻炼口

头表达技巧。这样不仅增强了学生对故事情节的掌握，还

锻炼了其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通过参与各种感

官体验活动，学生可以积累丰富的素材，将这些体验转化

为文字，使作文内容更加生动、真实。在写作训练中，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结合个人体验，创作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短

文或故事，以此提升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与创造力

小学语文不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更承载着美育功能。

通过与艺术的融合，语文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

力，使他们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美感，进而

提升创造力和想象力。多感官体验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多感官体验法能够帮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培养

审美意识。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例如诗歌

的意境美、散文的语言美、童话故事的形象美等。而通过

绘画、音乐、书法等多种艺术手段，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

对美的感知。例如，在学习《静夜思》时，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欣赏古代山水画，让他们观察画中的月色、远山、古

人背影等元素，并思考这些意象如何与诗歌内容相呼应。

这种方式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歌意境，还能培养

他们的审美能力。多感官体验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语文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要促进其思维

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种艺术形

式，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表达。

三、多感官体验法的具体策略

多感官体验法在小学语文与艺术融合教学中的具体策略

主要包括结合音乐增强听觉体验、利用绘画丰富视觉体验、

采用戏剧表演强化身体体验以及设计触觉活动增加动手实

践。音乐能够增强语文学习的韵律感和情境感，例如在诗歌

教学中，配乐朗诵或吟诵可以帮助学生通过节奏和旋律感

受诗歌的美感，使其更加沉浸于文本意境之中。绘画则能够

将语言转换为具体的视觉形象，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文本

内容，如在童话故事或写景散文的学习中，让学生用绘画的

方式呈现故事情节或景物特点，促进对语言的形象化感知。

戏剧表演作为一种互动性较强的教学方式，能够调动学生的

身体参与，使其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的方式加深对文本

的理解和语言表达的感知，例如在寓言故事或历史课文的学

习中，学生通过扮演角色，不仅理解人物形象，也能够锻炼

口语表达能力。触觉体验则通过动手实践增强学生的感知能

力，在学习《桂花雨》时，让学生实际触摸和观察桂花，甚

至嗅闻其香气，以增强对文本描述的真实体验。在学习《小

猫钓鱼》或《纸船和风筝》时，可以让学生动手制作相应的

物品，通过操作增强理解。多感官体验法通过整合不同的感

知渠道，使学生能够在沉浸式体验中更深刻地理解和表达语

言，提高语文学习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同时培养他们的审美

素养和创造力。

四、结论

多感官体验法在小学语文与艺术融合教学中的应用，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素养。通

过多种感官的协同作用，能够构建更加生动的课堂情境，

提高语文教学的有效性。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仍需关注教

学资源的优化与教师的专业培训，以确保多感官体验法的

有效实施。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该方法在不同学科中的

拓展应用，以促进小学教育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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