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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诗歌，大美情感
——简评《轻叩诗歌的大门》综合性学习教学案例

乔严颉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通过语文教育进行的审美教育即为语文美育，语文美育是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轻叩诗歌的大门》综合

性学习教学案例所展现的直观性语文美育和情感性语文美育两个方面来评析，旨在赏析教案的语文美育方式，提升师生的审美体验和感受。

关键词：美育；语文美育；诗歌；感受

“美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育健全的有力源泉。”苏联

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如此阐述对美的理解。由此可见美育

在个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由于汉语学科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的美育任务更是义不容辞。语文与美育密切相关，美育在语文

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华美

育促进和提升语文教育质量，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统一，

是与时俱进的语文教学科学理念，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

小学是审美教育的启蒙阶段，小学生的审美感知力、审美鉴赏力、

审美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空白的，因此，在小学语文课堂中

渗透美育是十分重要的。

在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轻叩诗歌的大门”是四年级下

册一个综合性学习单元，主要是以诗歌为载体，进行综合性学习

的活动。诗歌是具有一定韵律和韵律的抒情文学体裁，它用高度

凝练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同时集中反映了

社会生活。诗歌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轻叩诗歌的

大门”是一种综合性的学习教学设计，引导学生进入丰富多彩的

诗歌世界，通过收集整理诗歌、鉴赏诗歌、朗读诗歌、写儿童诗

等活动，进一步理解和感受诗歌的魅力。

诗歌是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当中的细腻情感和精妙表达能够

给读者以独特的审美享受。中国诗歌艺术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悠久

的历史，而诗歌在部编版的语文教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既然如此，

在教学中如何利用教材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然后再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实现从读诗到背诗的跨越，从读“美”

到悟“美”的飞跃，教师需要吃透教材，仔细斟酌教法，通过诗

歌的学习，将学生带入“悦心悦意”的审美境地。

本文将从教案所展现的直观性语文美育和情感性语文美育两

个方面来评析，旨在赏析教案的语文美育方式，提升师生的审美

体验和感受。

一、直观性语文美育：从活动中感受美

美育是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所

谓语文美育是指：通过语文教育活动进行审美教育，促进学生个

体审美的发展，并通过语文审美活动，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进

而达到个体与自身、个体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目前语文教学中普遍将美育作为一种教学附庸，一方面作为

课堂里“搭花架子”的教学手段，另一方面服务于教学结论的升华。

这两方面都是为审美而审美，不利于培养学生真正的审美能力，

而在《轻叩诗歌的大门》综合性学习教案中，施教者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中让学生首先学会感知美，突出

美的形象性，让学生知道学习的内容美在何处。在培养了审美感

知力的同时，也为培养深层次的审美创造力奠定了基础。

（一）搜索大行动——突出审美感知因素

马克思主义美学观认为：“没有审美对象的存在，就没有美

的出现。”美需要形象性的事物来表现，因此，教案中多次运用

的自主搜集法，通过学生自己最直观的审美感受力，确定喜爱的

诗歌。这样一方面丰富了课堂的审美对象物，另一方面也让教师

了解了学生现有的审美感受能力，让之后的审美教育更有针对性。

语文教材选用的课文经过汉语教育专家的精心挑选和反复调

整，它们的学科和体裁广泛，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美育资源。通过“我

最喜欢的诗歌”推荐活动，学生填写“推荐表”，加深对自己收

藏的诗歌的了解，也了解学生收藏的诗歌。通过相互补充，他们

扩大了视野。只有深入开展诗歌鉴赏活动，学生的感情才会更丰富、

更深刻。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是相等的，“搜集诗歌”的环节，老

师安排学生走出课堂和学校以外的地方，给学生最宽广的天地去

享受美。同时，诗歌的美不是单一的，不同的人对同一首诗歌的

有不一样的体验。这样自主搜集、相互欣赏的模式充分珍视和呵

护了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为下面的诗歌学习做好了铺垫。

（二）分门别类巧迁移——引导深入阅读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实施建议”在“教学建议”

部分中再次强调“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不应把它们当作外在的附加任务。应该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

把这些内容贯穿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之中”。例如，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要让学生“在主动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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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影响，受思想启发，享受审美愉悦”。

直观性的语文美育，主要关注的是审美对象的形式、样式和

结构等。在《轻叩诗歌的大门》综合性学习教案中，我们不难发现，

只要有对“美”的搜集，就有对“美”的分类整理。

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影响着学生审美的主动性。要真

正培养学生对汉语的兴趣、热爱文学，课堂上仅仅花 40 分钟的被

动接受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对学生课后阅读的引导，激发学生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因此，语文美育不仅仅是教会学生感受美，更

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感受美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深入阅读，

体会更深层次的美。

（三）吐纳珠玉之声——朗读和音乐的完美协作

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具有多种感官，其中听觉对美的感受就十

分敏感。“与诗同行”板块活动一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学生的听

觉感官，通过朗诵和音乐引领诵读的方式，让学生直观感受诗歌

的形象美，体会诗歌的意境美。美学规律支配着中国古典诗歌的

音调、韵律、韵律如果符合规律，听上去就朗朗上口甚是和谐，

反之则显得别扭拗口。用朗诵的方式，直接将诗歌的形式、色彩、

节奏、韵律诉诸于人的知觉和情感。丰富多样的朗诵形式更加突

出了审美的感知因素，是审美传情的极好手段。其次，音乐的介入，

调动了学生独特的想象力，引领他们更深入地理解文字，体会诗

歌字里行间的丝丝入扣，品读诗人的辗转情思。文字和音乐的交融，

迸发出的是审美意境的不断延伸，是审美视野的不断扩大，音乐

的魅力无法阻挡。

将朗读和音乐完美融合，培养的是学生入情入境的审美能力。

语文美育不是语文课堂的附庸，它所带来的应该是无形的感染力，

借助声音的力量，诗词才会更有感染力。

二、情感性语文美育：从实践中创造美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审美教育理论认为：美育运用

于语文教学中，首先要引导学生认识美，进而能够创造美，逐渐

丰富、充实审美素养，最终提高和增强美感情操。由浅层审美教

育过渡到深层的审美教育，伴随着审美感知力的不断增强，语文

教师对美育的目的也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要求。《轻叩诗歌的大门》

综合性学习教案中，施教者以“诗海拾贝”作为感知美的铺垫，

用多种活动培养学生敏锐感知力，丰富了他们的审美情感力，再

由“与诗同行”做到美的升华，在写诗的过程中开启学生的独特

想象力和理解力，培养他们创造美的能力。

（一）语文美育是审美情感的教育

 语文美育是审美情感的教育，但并不等同于情感教育，施教

者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在“与诗同行”板块的活动二中，学生

自读《致老鼠》《爸爸的鼾声》后，老师并没有极度渲染情感，

将学生禁锢在诗歌情感的升华中，而是让他们通过联想和启发的

方式，体会诗歌中的趣味性，尝试表达这些趣味。想象是审美活

动的灵魂，只有真正激发学生想象力的语文课，才真正摒弃了美

育的直接效应——情感教育，做到了审美情感的教育。

（二）语文美育是艺术美的欣赏和创造的教育

在语文教学中，要渗透美育思想，必须从美的语言入手。语

言之美是汉语教学区别于其他教学的重要标志。语言美的鉴赏与

创造不能单从技术层面来分析和传授，因为中国美育是对艺术美

的鉴赏与创造的教育，并不等同于艺术技术的操练。

在“与诗同行”的最后，教师通过补充诗歌，让学生欣赏，

在小组里读一读并交流写作方法的活动，向学生大胆提出书写自

己的创造性诗歌的要求。首先，老师从例诗中和同学们一起总结

出“巧用比喻、妙用拟人、运用夸张、运用假设”这四种表现美

的手法，结合每首诗的情感，自由选取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抒发自

己的情感，创造一首美的诗歌。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我们欣赏的

是，教师并没有将每一种写作手法做详细的解说，也没有为了学

习这样的写作方法而反复让学生去重复操练，而是充分调动学生

的兴趣，自己喜欢哪首诗，就试着学写一写，给学生充分自由的

活动空间，只要求他们大胆想象和大胆表达。学生在这样鼓励性

的语言和趣味活动中，自然而然会产生提升自身语言能力的渴望，

从而认可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再由教师引导实践，也就创造出

了充满个性的美的语言。同时，交流推荐优秀诗作的活动方式，

也可以增强他们的成功感，提高写作诗歌的兴趣，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了他们的审美创造力。

诗歌在语文美育内容中占有很大比重，它的形式、意境、音

乐、情感方面的美值得每个老师去仔细琢磨，灵活借鉴。总的来

说，在诗歌的教学中，美的欣赏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发掘的表达

美的手法，通过情感激发学生的感性，培养他们表达美创造美的

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整合结合自身认识水

平、兴趣爱好学生，通过自主认知和钻研，感受诗歌美的特性，

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学会发现美、欣赏美、评价美、创造美才是

真正做到将美育思想渗透进语文诗歌教学，在真正意义上提高学

生的审美能力。从长远来看，只有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审美能力，

才能促进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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