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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语文教学美育实施的策略研究
谢德清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第一中学，湖南 娄底 417700 ）

摘要：语文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在开展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深入理解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的知识后，可结合具体的语文授

课内容，设置不同形式的美育教学，让学生在语文课堂感受美、理解美、表达美和创造美，提升他们对美的综合表达能力，落实美育的目的。

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笔者主要从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实施美育的意义和策略两个角度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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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对美的综合感受以及表达能力。在高

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从学生的实际角度入手，立足于具体

的课本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美育教学，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中充

分感受生命之美、感性之美、理性之美、人物之美以及艺术之美，

促进学生综合审美能力的提升，获得良好的高中语文美育教学效

果。

一、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实施美育的意义

（一）构建引领意义的美育教学体系

在高中语文新课标中，并未对美育教育进行全方位的论述，

这也导致部分语文教师在美育教学中常常面临手足无措的状况，

而真正获得高中语文美育的教学效果便成为空谈了。针对这种状

况，高中语文教师通过美育教学，并结合实际，构建美育教学体系，

并从多个角度入手，比如审美体验、境界、创造、感知、情趣、意识、

活动等入手，真正在明确上述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具有引领意义

的美育教学体系，促进高中语文美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搭建“读”“写”“讲”相结合美育教学路径

在现阶段的美育教学过程中，部分语文教师在美育教学的过

程中，一方面是美育教学形式并不系统，另一方面未在美育教学

中进行细致化的课程布置，导致整体的美育教学效果不理想。针

对这种状况，高中语文教师可构建“读”“写”“讲”相结合的

美育授课模式：在阅读的过程中，教师可让学生感受文本背后的

生命之美；在写作的过程中，让学生综合运用审美中的各个要素

进行表达；在分享中，让学生发表对美的独有感受，提升他们美

的感受力、认知力以及表达力，优化高中语文美育教学路径。

（三）优化语文教师的美育教学思路

在高中语文美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相

应内容的分析，立足心理角度构建语文教学形式，让学生在高中

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他们良好对美的感知、想象、理解以及创

造能力，让学生通过独立涵泳、与他人探讨、向教师请教等多种

方式，更为深入地体会境界之美、精神之美以及生命之美，促进

语文教师美育教学思路的优化，提升高中美育教学质量。

二、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美育实施的策略

人存在的形式是生命。生命之美是人永恒的追求。人具有三

重生命。第一层是生物生命，即满足人的基本生存、繁殖以及进

化的需求。第二层是社会生命，即人在生命的历程中，对他人、

社会以及人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三层是精神生命，即精神生

命是基于生物生命和社会生命之上的。这三重生命是人基本的生

命追求。在高中语文美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从这三个角度入手，

让学生在阅读、写作以及分享中感受生命之美，照亮他们的人生，

发挥美育教学的积极作用。

（一）从审美感知中，让学生品味万物的生命之美

审美感知是人以视觉和听觉为信息获取源，对审美对象整体

把握的认知。在进行阅读过程中，教师可通过朗读、默读的方式

唤醒学生内心深入的运动、听觉以及视觉表象，真正让他们在阅

读中感受生物动态之美，真正让学生从“我”与“自然”关系的

角度入手，感受生命与万物的共生之美。

以《我与地坛》这篇文章入手，教师提出如下问题：这篇文

章主要通过万物恒定的活动轨迹，让读者感受自然万物的勃勃生

机。请阅读本文，并并勾画体现生命之美的句子，谈谈该句子是

如何凸显生命之美的？学生一说：“作者通过个人的视觉和听觉

两个角度描述万物之美的。作者在瘫痪后，曾一度抑郁，并对生

活失去信心。这也导致作者在百无聊赖之际，摇着轮椅，到地坛

中观察一草一木，并从中感受到生物的生命力，唤醒作者活下去

的勇气。”

（二）从审美想象中，让学生体味遐思的生命之美

与审美感知不同的是，审美想象是对表象的有序组合而进行

的全新意象。想象是审美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心理因素，让人在获

得感知的过程中，展开无限遐想，获得美的独有心理体验。审美

想象氛围有如下两种。第一种，再造性审美想象。再造性审美想

象是指学生根据现有的文章描述，在头脑中进行想象的过程中。

创造性审美想象是指，学生脱离眼前的书本文字，以记忆为载体

进行的想象过程中。

1. 从在再造性审美想象中，让学生感受遐思的生命之美

高中语文教师为了让学生体会遐思的生命之美，可从创造性

想象的角度入手，让学生基于文本中的描述，通过多种方式，比

如生活经验、审美经验等，进行相应的想象，加深对文本描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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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认知，让他们深入感受生命之美。

以《热爱生命》这部分内容为例，教师让学生联想如下的问

题：假如你深陷生命绝境，会如何处理？请联想本文中作者的处境，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一位学生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小说

的主人公被朋友抛弃后，一个人走在荒凉、广袤的田野上，当他

在面临死亡时，又遇到了一匹与个人经历十分相似的病狼。在这

种状况，假如我是作者，我会设身处地的思考，并以淘金者为榜样，

即使身处险境，也要顽强生存。”

2. 从创造性审美想象中，体会遐思之美

创造性想象主要体现在美的创造活动中，即作者运用多种文

字修辞方法，由眼前的想象联想到新的内容，并构建出一片新的

世界。以《相信未来》为例，在进行此部分内容的论述过程中，

教师让学生思考如下的问题：“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这句话是如何表现出创造性想象的？一位学生说：“作者将‘曙光’

比喻成‘笔杆’。在这首诗中，表象的曙光是摇曳不定、漂亮温

暖的。在此时期，作者备受‘文革’的摧残，但是‘曙光’一词，

展现出诗人对美好生命的确信，即光明必将消灭黑暗，这是一种

创造性的形象。”

（三）调动学生的通感，让他们涵泳感性本色之美

教师可以调动学生的通感，让他们从触觉、嗅觉、味觉、听觉、

视觉等多个角度入手，感受客观的美，并在主观心理和想象的

作用下，进行基于个体独有感受的想象，产生一种新鲜的审美

感受。

在进行《琵琶行》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让学生从通感的角

度入手，分析琵琶在弹奏过程中给人的主观感受，并让他们进行

针对性的想象，锻炼学生的品味美的能力。在实际的落实过程中，

教师可从从如下角度入手：角度一，引入问题。教师让学生从通

感的角度感受琵琶在演奏高潮的描述词语，让他们体会琵琶的词

语之美。角度二，分享感受。一位学生说：“‘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间关莺语花底滑’‘银瓶乍破水浆迸’‘四

弦一声如裂帛’这四个句子依次将琵琶声比作‘急雨’‘私语’‘莺

语’‘铁骑’，非常生动形象。”

（四）从智慧的语言中，让学生感受语文中的理性之美

在培养学生感受理性之美的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从修辞

以及语言的内容入手，让学生深入感受，分析相应的内容，并在

此过程中，感受文字本身的哲理之美。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

师可从如下角度入手：

教师可运用视野期待的方式，让学生在阅读文本中之前，结

合个人掌握的内容，比如审美体验、阅读经验等，提前联想文章

中可能出现的内容，即让学生在阅读前形成定向的阅读心理。与

此同时，教师可充分调动学生的阅读期待，让他们深入文本中，

不断运用理性的思维分析个人想象与实际描述之间的关系，让学

生的思维更具有理性。

（五）从美丑的角度，分析人物的人性之美

以《丑陋论》为例，在进行此部分内容的讲解中，教师对其

中的经典之处，作出如下的解释：“通过观赏石头，观赏者可以

产生无尽的联想，并通过联想的方式实现石头与个人生命的交融，

即观赏者可以将个人的生命灌输到石头中，让石头具有个人生命

色彩。与此同时，观赏者同样可以将石头的特性移植到个人的生

命中，让个人的生命更具有石头的特质，比如坚强。这个过程既

体现了人的审美过程，又展现出美的实现过程中。无论石头是否

具有美丑的特点，都可以通过人的主观想象，体察石头中蕴含的

生命之美。”

（六）从有我和无我之境中，探索艺术之美

为了让学生加深对“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认知，教

师可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入手，让学生分析《人间词话》中

的人生境界，使他们探索艺术之美。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教师

对其中的人生“三境界”做了如下解释：

第一层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望尽天涯路。这句词表现

的是作者内心的孤独和凄凉之感，也体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追寻。

从阅读《人间词话》得知，这句词表现的是在求学初期，人们需

要高瞻远瞩，做到视野开阔，树立坚定的目标，耐得住寂寞和孤独，

在认清前人路的基础上，寻找新的方向（有我的境界）。

第二层境界：衣带渐宽……消得人憔悴。这句诗的原作者想

表达对热恋之人的相思之苦，尽管衣带憔悴，但是仍无怨无悔的

思想。在《人间词话》的解释是，人要想真正有所成就，需要具

有殚精竭虑的精神，全身心投入而忘记自我（无我）。

第三层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已在灯火阑珊处。这句诗，原

作者主要表达的是，主人公在灯火元宵节灯火阑珊处遇到意中人

的欣喜之情。在《人间词话》中的解读是：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

建树，需要真正地下足功夫，反复研究，做到融会贯通，获得无

比喜悦的成果（有我）。

总而言之，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美呈现的方式

是多种多样的，在开展美育教学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相关美育

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从文本教学中深入挖掘体现美的语文内

容，比如生命之美、感性之美、艺术之美等，让学生在这些美的

独有体验中获得感受、理解、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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