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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职语文新课标视域的美育路径探析
韩　瑜

（石河子卫生学校　新疆　石河子　83200）

【摘　要】文章以语文美育概述为切入点，阐述了新课标视域下，语文开展美育教学能够塑造学生健全人格，提高其

审美能力，分析中职语文新课标视域美育在学生能力、教材挖掘、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存在问题，以此为基础，提

出美育路径，从而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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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于 2020 年颁布《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

提出，中职语文任务在于立德树人，明确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确定语文核心素养包含文化传承参与、语言理解应用、审美

发现鉴赏、思维发展提升。中职语文提高学生审美发现、审

美鉴赏能力已经成为重要环节，教师需通过语文教学活动，

培养学生正确审美意识，提高鉴赏品位，发挥语文美育功能。

1 语文美育概述

蔡元培先生最先提出语文美育概念，是学科美育的一种，

语文教师通过挖掘、利用课程资源美学因素，在教学活动中，

采取审美化教学方式，通过读、听、说、写语言实践方式，

有计划、有意识的结合语文知识，培养学生获取语文技能和

知识能力，增强学生健康审美感知力、审美情趣及审美创造

力，完善学生审美人格 [1]。语文美育通过语文活动和学习，

利用文学作品、实践活动的美，选择恰当教学艺术和方法，

使得中职生能够关注语文活动各个环节的美，做到发现美、

关注美和感受美。中职语文开展美育教学，具有以下意义：

1.1. 塑造健全人格

美育作为教育重要部分，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美育有独立价值与读个个性，不同于德育的精神属性，也不

同于物质实用性，其具有普遍的打破人我承建，超脱利害关

系的特点，美是心灵体操，能够端正学生信念，拥有健康、

高尚审美情趣 [2]。通过语文教学，以美育知识为指导，能够

让学生根据“美的规律”塑造自己，完善人格，成为高修养、

高素质的人。

1.2. 提高审美能力

美与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审美力，即提高学生审美体验、

审美感知、审美评价、审美情趣、审美认知等能力，学生能

够区分假丑恶与真善美，正确评价生活事务。尤其是现代社

会，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各种文化交织，涌现多种社会思

潮，中职生只有拥有审美能力，才不会迷失方向，树立正确

健康审美观，有效明辨是非。

2 中职语文新课标视域的美育问题

2.1 学习能力不足

中职语文教学中，学生普遍存在对语文学习积极性不高

的情况，课堂上难以集中注意力参与教学，尽管部分学生认

真学习，却也学习能力薄弱，难以达成理想学习效果，遏制

了教师开展语文美育的工作 [3]。此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中职生

普遍语文基础薄弱，知识面狭窄、阅读量少，审美素养和语

文能力亟需提高，中职阶段开展语文美育，学生缺乏正确学

习思路，学习方法不足，加上语文知识存在连贯性，学生如

果未能完全掌握以往语文知识，后续语文内容则难以有效理

解，长时间后，会逐渐降低学生语文水平，无法达到语文美

育效果。

2.2 教材挖掘不足

中职语文教学缺乏重视性，教师仅简单在课堂上讲解美

育内容，未能发挥美育作用。中职生无升学压力、作业量少，

有充足时间开展课堂活动，需结合语文教材的“实践活动”

模块，通过“我为家乡代言”、“媒介阅读交流”、“畅游

诗国”、“旅游攻略”、“励志诗文朗诵会”等活动，激发

学生热情，增强其自信心，有效提高学生团队凝聚力与语言

表达能力。但是，中职教师未能充分挖掘语文教材资源，合

理利用实践活动和文章内容，仅采取老套教学方式，难以达

成美育目标。

2.3 教学模式不足

中职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未能正确认知，认为中职生学

习重点在于专业知识，语文课堂仅需带领学生写生字、读课

文即可，加上部分教师毕业于会计、韩语等非教育专业，教

师教学能力不足，未经过专业化、系统化培训，中职学生不

配合，工作缺乏成就感，导致教师多采取“一言堂”教学方

式 [4]。课堂上出现“满堂灌”情况，难以推进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模式，必须更新教学模式，激发中职生学习能动性，

使其成为课堂主角，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优化课堂效率。

2.4 教学评价单一

现阶段，中职语文开展美育学习效果、语文能力评价，

受到“应试教育”影响，主要是考察学生其中、期末、月考

考试成绩，将争取高分、追求名词作为评价目标，多为终结

性评价，缺乏形成性评价，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在评

价过程中，缺少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技能了解学生学习

内容是否达成学习目标，却无法了解美育过程情况，导致评

价存在偶然性与片面性。因此，语文美育中，需要对学生态

度、兴趣、习惯等开展形成性评价，便于了解培育学生审美

能力情况，对学生学习提供针对性指导。

3 中职语文新课标视域的美育路径

3.1 激发学习兴趣，培育美的情感

赞可夫曾说：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兴趣能够成为学习动机。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古往今来各学者、教育家的表述均表明，

兴趣对于学生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为培养学生兴趣，需调动

学生语文学习需求，使其感受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学习鉴赏

是学生感受美的过程，体验高尚情、美好言行，使其产生身

临其境的满足、愉悦，达到激发学生向往美好、培养高尚情

操目的 [5]。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不能仅单纯的“教知识”，

需驾驭课堂，使得学生能够感受美、发现美，产生创造美、

追求美的动机，提高其审美能力。

例如，在《过万重山漫想》教学中，教师可播放三峡视

频，通过夹江两岸的高山、狂暴的江流，有横枕江面、有耸

峙云霄、有的像天女腾空飞起……面对该奇景，利用视频、

音频等，使得中职生能够沉浸于此种一泻千里、江水滔滔的

情境中，长江三峡险峻齐力自然风光中，高昂的情绪下，仔

细听、认真看，全神贯注、细细品味，沉浸式感受作者知难

而进而精神。通过现代化技术导入语文，让学生加强对课文

了解的同时，也能唤醒学生审美意识，抓住“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的天性，吸引学生注意力，放飞学生想象的翅膀，

沉浸在三峡的壮阔，使其喜欢语文课，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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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挖掘语文教材，品读美的篇章

美育能够促进人的成长，审美教育包含灵魂教育与情感

教育，语文课程兼具人文性和丰富性，结合美育要求，可深

入挖掘语文教材，引导学生发现文章的美，想象美、体悟美。

3.2.1 发现诗歌之美

诗歌本质是抒情，诗歌教学中需要让学生领悟诗歌情感，

以诗歌情绪敲打学生心灵，使得两者产生共鸣，学习诗歌中，

让学生欣赏美、感知美，进而创造美 [6]。诗歌中有诸多篇章

描写自然景物，为中职学生开展自然美教育提供素材，自然

美包括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等，侧重于语言形式

描写自然景物，使其更为生动形象，自然多姿多彩，令人回

味无穷，学生通过此类违章阅读，也能激起审美感受。

例如，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描写“看万山有红

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

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教师通过启发、引导的方式，

学生经过交流思考后，不难发现景物描写时，作者采取动静

交错、远近结合、绿红辉映的方式，描绘出蕴含生命之美的

秋景图，予以人色彩绚丽、生机勃勃之感。还有“水光潋滟

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阴柔娇艳美感；“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丽景象。中职生欣赏、领略大

自然伟大、神奇、鬼斧神工的同时，也能够被自然美景熔化，

获得情感陶冶与心灵净化，提高精神境界。

3.2.2 发现话剧之美

教师讲解话剧中，可采取体验式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主

动学习语文，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中，成为学习主体，获得精

神成长与情感徐涛，调动学生创造能力与审美素养。

例如，在《茶馆》教学中，可安排各小组确定服装、道

具、导演、背景制作、化妆、演员等角色分工，引领学生观

看《茶馆》剧情，阅读话剧后，将文学作品和视频影像进行

有机结合，加强学生对人物道具和时代背景的了解，开始排

练、背诵台词，将排练录制成手机视频，同组同学共同评说

需改进地方及人物性格，经过反复排练和打磨。将《茶馆》

舞台剧搬上舞台，通过表演活动的方式，让学生感受经典文

学的魅力，自觉阅读《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优秀作品，

使其成为学习主体，树立创新意识和审美激情。

3.3 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审美体验

“大语文观”要求立足于语文课堂教学，向中职生各领

域延展、开拓，全方位将中职语文和学校生活、社会生活有

机结合，将语文教学和育人融合，使得学生获得整体、全面

的培养训练。

3.3.1 联系社会热点

语文美育教学应当联系生活实际，明确教育即生活，学

习也是为了生活，不能仅停留于运输书本知识，需将生活和

知识相连接，不能玻璃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境，让学生能够立

足于社会，为社会服务。例如，在《拿来主义》讲解中，教

师可提出问题：“拿来主义对于中外文化遗产怎样做？什么

样的人能够贯彻拿来主义？”有的学生说：“先拿来，然后

或存放、或使用、或毁灭。”还有的学生说：“不自私、沉

着勇猛的人才能贯彻拿来主义。”学生理解拿来主义后，教

师即可将融入一带一路政策，分析“一带一路政策”怎样践

行拿来主义，以平等、认同为合作框架，展现了供应、包容、

交流的精神，通过沿线各国人民文明互鉴、人文交流，使得

各国人民互信互敬、相逢相知。通过此种方式，加深学生对

拿来主义理解，也能了解“一带一路”政策，培养爱国情怀。

3.3.2 策划主题活动

生活作为创作源泉，中职生丰富课外活动能够学习更多

知识，课外活动属于广阔天地，为语文审美教育提供丰富题

材。因此，教师可鼓励学生走进生活，走出校园，感受社会

的美好，做到体验美、欣赏美，通过策划主题活动，体会生

活美。例如，教师可制定“感受四季”主题活动，“感受秋

天”时，秋天带领学生拍摄生活秋景，以优美诗文解读美景，

借助活动描写自身感受，分小组展示成果。拍摄的秋景可采

取微电影方式，师生共同评比，不仅能够欣赏魅力景色，也

能享受自然之美，撰写内容也多为美的体验，评比小论文，

优化写作能力及发现美、感悟美的能力 [7]。通过此种方式，

学生不仅获得视觉审美刺激，也能丰富审美情感，明确美无

处不在，只要用心感受和观察，即有收获。

3.3.3 利用网络空间

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利用网络开展学习活动已经成为

常态，语文美育实践不能局限于生活、课堂上，也可在网上

开展，每个学生均可在网络中开通微博、空间日志、微信等，

按照自身喜好建立心灵家园。例如，可在空间内发表诗歌赏

析、名人名言、个人感悟、生活美景、励志故事等，属于自

身空间转载美的文章，也是共享美的行为，获得心灵熏陶。

3.4 强调质性评价，改善评价方法

中职语文教学中，为达成美育教学目标，需采取多元评

价方式，以质性评价为主，通过特定背景，教师现场观察或

亲自参与，和学生深入交谈，查阅书面资料，对学生行为进

行质性规定，开展分析评定，能够将被评价者特点、发展趋

势真实、全面的展现出来。因此，教师可将质性评价和量化

评价相结合，通过多元化评价方式，采取表现评定、成长记

录袋、小组协议评定、学习日记、情景测试等方式，从多方

面、多角度评定课堂、课外学生参与活动积极性、表现能力、

审美能力、鉴赏能力、人生观、价值观等，对于学生公平、

客观评价，准确、清晰的描述学生进步 [8]。同时，学生也要

参与到评价中，促进生生、师生多方交流，将评价权利还给

学生，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参与评价，予以学生探

索、发现的空间，为学生发展审美能力、创造能力提供条件。

总结

综上所述，语文作为基础学科，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

构建了学生基本学习潜质，是接收其他知识的基础，有助于

学生交流思想、理解自居，丰富文化底蕴、塑造个性。因此，

语文和美育结合具有可行性，可通过激发学习兴趣、挖掘语

文教材、优化教学方法、强调质性评价的方式，让学生在语

文学习中体验美、感受美，提高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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