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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渗透审美教育的实践思考 
周慧军 

（大连市沙河口区新建小学  辽宁  大连  116021）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传统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义务教育的发展需要，现代教学思想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深刻地改变了我国义务教育的现状。在小学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不仅仅要引导学生们学习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

更要促进学生们德智体美劳多方面能力素养的协调发展，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全方位人才。因

此，在小学语文的教育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革新自身的教育理念，学习先进的教育思想，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正确渗透审美教育，培

养学生们养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逐步发展。在本文中，简要介绍了几种在小学语文识字教学过

程中渗透审美教育的策略，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在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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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教师们也逐渐认识到了传

统教学模式之中的弊端性，将培养学生们的学科核心素养作为至关

重要的教育目标，在小学语文的教育核心素养之中，“审美鉴赏与

创造能力”就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小学语文教师要在日常的教

育教学过程中正确渗透审美教育，培养学生们的审美观念，丰富学

生们的审美经验，让学生们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感受美，欣赏美，

创造美，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艺术素养的长远发展。 

一、图形符号识字，发现形象美 
汉字最早的起源是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依据一些事物的基本

形态演变而来的，因此，汉字与图画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形体美就是汉字之美的最初体现，相比于内在文化之美，汉字的形

体美是学生们最容易感受到的，也是汉字审美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一）汉字是一种象形艺术 

在文字创造出的初级阶段，象形是其最基础的原则，人们根据

事物的最基础特征画出事物的简单形态，并在语言过程中逐步形成

了相应的表述方法，象形文字简单来说就是根据事物的形状而描摹

出来的图画符号，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个象形文字都是

一幅栩栩如生的描摹作品，无论是高山流水还是人间百态，都有着

一目了然的象形之美，在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们尚

且没有形成足够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行，留在比较基础的具象思维

阶段，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要充分了解现阶段学生们的身心发展规

律，根据学生们的学习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引导学

生逐步领略汉字的象形之美。小学生现阶段的顺心发展规律，决定

了汉字的象形之美，对于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小学园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选择与之相应的教学方

法，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来引入相关图画情景，促进学生

们将具体事物与汉字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举个例子，

在教学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三课《口耳目》这过程中，教

师可以根据本节课所要学习的汉字“口、耳、目、手、足”鹿与之

相关的图片和视频让学生们仔细观察并且逐步发现，这些汉字与实

际图片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且通过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引入这些汉字

的甲骨文形式以及汉字的演变过程，让学生们逐步了解这些汉字是

怎样由甲骨文那样的象形文字逐步转化为今天的简体汉字的？学

生们可以逐渐发现“耳”这个字最初的形态就是人偶的形状还具有

线条清晰的耳廓，后来，随着文字的逐步演变，人们将耳朵的轮廓

逐渐清晰化，线条也更加丰富细致，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为了便

于书写，耳字但轮廓逐渐干练，清晰趋于线条化，形象性也逐渐减

弱，逐步形成的我们今天所用的简体中文“耳”字。教师可以通过

恰当的方式引导学生感悟汉字的构造规律，通过汉字的演变过程，

让学生逐渐理解汉字与实物之间的联系，把握汉字的象形之美，逐

步促进学生对于汉字文化的理解与领悟。 

（二）汉字之和谐美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时至

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与文化价值，而中华民族的汉字，就

是这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承与发展的重要媒介。如果没有汉

字，这几千年来诞生的优秀传统文化就难以记录，并且传承下来，

因此，在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从文化和谐的

角度来正确认识汉字，感悟汉字中蕴含着的儒家思想体会其中的文

化内涵。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诞生了许许多多多种多

样的文字形式，无论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还是周代的金文，秦代的

小篆以及后来的隶书，楷书等等，都有着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文字

魅力，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体会不同时期的汉字演变形式，在这一过

程中，仔细观察汉字的精妙之处以及我国古往今来诞生的书法家所

留下的书法作品，体会书法家在运筹帷幄，谋篇布局的过程中，如

何掌握汉字结构之间的平衡，不同部位，不同笔画之间互相协调，

逐步构建出汉字独一无二的和谐美。举个例子，在课堂上，教师可

以引入中国古代书法家王羲之的作品《兰亭集序》，学生们在仔细

观察之后，可以发现在书写过程中，王羲之用笔以藏锋为主,露锋为

辅,显得既内敛其气,又外耀其神。结体疏密相间,斜正互依,大小参差,

极尽变化之妙。仔细观察之下，还可以发现全篇共有 20 个“之”

字,7 个“不”字,写得各具姿态,无一雷同。其章法上下呼应,左右映

带,和谐自然,不加雕饰。虽偶有涂改,却又能一气贯注。气韵生动,格

调平和,宇里行间无不汩汩流淌着王羲之心手双畅的特定情感,无不

表现出魏晋人那种超尘脱俗的灵秀风采。学生们逐渐体会王羲之在

写作过程中的用法用笔技巧体会汉字与文章内容之间的和谐之美，

逐步观察在写作过程中的结构布局，从细润无声之中感受到汉字形

体蕴含着的艺术特点。 

二、朗诵经典识字，感受韵律美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因此在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教师不

仅仅要引导学生们学习相应的文化知识，更要让学生们正确运用语

言进行交流与表达，通过恰当的语言，准确的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

实想法，因此，小学教师更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口语表达方法与技巧，

因此，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感受到汉字的音

律美，在我国古代在交流与表达过程中，十分重视句式的对仗与工

整，句尾的押韵和谐，无论是双声词还是叠韵词都是别具一格的音

律之美。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引导学生感悟

汉字的音律之美，从而逐步提升自身的识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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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蒙读物中识字 

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长河中，诞生了许多孩童时期的启蒙读

物，这些都是现代语文教育过程中识字教学必不可少的教育资源。

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逐步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弟子规》《笠翁对韵》等。语文教材中的《对韵歌》《姓氏歌》

《古对今》《人之初》，学生们可以从《对韵歌》中的“云对雨，雪

对风，花对树，鸟对虫，山青对水秀，柳绿对桃红”中感悟中华民

族独一无二的音律之美，古代文学圣贤在描写自然风光，天气井巷，

历史文化和规矩礼仪的同时，也绝不忘记汉字的音律与和谐，学生

们在吟诵的过程中会朗朗上口，手不释卷，有效地提升了学生们的

联想能力，促进了学生们对于汉字的辨识与理解，提高了学生们的

识字效率。 

（二）吟诵诗歌识字 

如果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比喻成灿烂辉煌的国王宝座，

那么，古诗词必定是上面璀璨夺目的耀眼明珠。古诗词是小学语文

识字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

文化之中诞生了许多韵律优美，意蕴丰富的千古名篇。小学语文教

师可以从基础古诗词多少引导学生认识更多的汉字，并且逐步提升

学生们的识字能力，促进学生们审美鉴赏能力的逐步提升。举个例

子，在教学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八课《静夜思》的过程中，

教师就可以逐渐引导学生们理解诗词中描写的场景，体会诗词的韵

律，在朗读过程中逐渐发现诗词的韵脚，这些韵脚的使用，使得整

篇诗词有着独具一格的音律之美，学生们摇头晃脑的朗读起来，逐

渐感悟出了诗词中蕴含着的美好情感，也体会到了诗词的汉字音律

之美，小学语文教师要教识字教学与具体的课文，古诗词等有机结

合在一起，让学生们逐渐在具体的故事描述中，学习新字词，逐步

培养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学生语文

核心素养的不断发展。 

三、创设情境识字，启发情感之美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情境教学法是一种经过教学实践检

验，能够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的方法，深受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认

可，并被广泛应用于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小学语文教师要根据

实际的教学需求，将情境教学法与课堂识字教学有机融合在一起，

根据所要学习的汉字设计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们

进入到情境中进行思考，从而提升学生们对于不同汉字的理解与辨

识能力。除此之外，小学语文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们的兴趣爱好设

计更加有趣优美的识字教学情境，让学生们在良好的审美体验下激

发自身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与热爱之情。 

（一）创设审美情境 

当学生们了解了一个又一个汉字产生的故事之后，就会逐渐发

现，汉字本身就是在独特的情境中才能够产生得以发展的，因此如

果将汉字教学割裂于历史情境之外而存在，就忽视了其中蕴含着的

无限历史内涵。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当根据实际的教学需求，创

设与之相关的教学情境，并且在其中融入与之相应的审美教育元

素，引导学生们在情境中进行主动的思考，改造汉字这一传统文化

符号的独特之美。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设

备，丰富课堂的教学媒介，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丰富学生们的

课堂学习情感体验，让学生们打破传统教学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了解到汉字产生的那一年的感悟，汉字产生时的自然美景，风

土人情。举个例子，在教学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四课《日

月水火》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设备创设这样一个

教学情境，如果有一天世界发明了时光穿梭机，我们可以穿越时空

回到汉字产生的那个年代，去那美丽的地方看一看。清晨，火红的

太阳（日）升起来了，普照大地。可以看到远处的高山（山），山

脚下流淌着一条清清的小河（水），河边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块

（石），田地（田）里种植着禾苗（禾），绿绿的叶子格外好看。晚

上，太阳下山了，弯弯的月亮（月）升上天空，人们围在篝火（火）

旁，快乐地唱啊跳啊，多么美好。通过创设这样的教学情境，能够

有效地引导学生在情境中感受其中蕴含着的丰富意境之美，体会情

境中的美好与快乐，促进学生对于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培养学生热

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二）生发审美情感 

在小学语文识字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情境教学法

培养学生们的审美情感，让学生感悟情境之中人们的喜怒哀乐逐渐

培养学生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汉字的产生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在这其中，也蕴含着人们对于大自然以及对

于日常生活的独特情感。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要在日常的教育教学

过程中引导学生感悟文章中的思想感情，促进学生对于美好事物的

热爱。举个例子，在教学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二课《树之

歌》这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在朗读这首诗歌的同时感受大

自然的美丽与奇妙，春夏秋冬有不同的植物正在生长，无论是杨树

还是梧桐，无论是松柏还是银杏，都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无私馈赠，

我们要学会感恩大自然，回馈大自然，才能够与大自然长久和谐地

友好相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养成保护环境，

热爱自然的良好品德意识，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识字教学更是培养学生们审美能

力的重要途径，教师要充分挖掘日常实际教学中可以利用的审美教

学元素开展审美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们正确感受汉字的形象美、音

律美、文化美等等，促进学生感受汉字之中蕴含着的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让学生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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