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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育实施的时代背景与实施意义 1

美育，又称“审美教育”，审美的意蕴内涵是纵深

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闲暇时刻的娱乐放松，更是一种涉

及生命领域、情感领域、世界观价值观等更深层次的价

值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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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特别是低龄儿童们，正处在内心世界与

外部环境的统整期，还未具备完整的自我意识和完备的

辨别能力，在良莠不齐、喷涌式的网络文化环境中如果

缺乏理性的引导与教育，很容易迷失方向，从而导致小

学生自身的审美观、价值观受到外界不良文化的侵蚀。

因此，如何理性地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审美观，如何培

育一个健康和谐的灵魂，是时代给予一线教育者迫切的

任务与要求。

二、美育的本质与价值界定

（一）“美育”的界定

那何为“美育”呢？自“美育”思想传入我国，关

于“美育”本质的界定众家分坛，形成了多种观点流

派：“情感教育说”强调“运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

冶感情为目的者也。”①持“美感教育说”的人认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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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即“美感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在审美文化日趋“物质

化”“浅俗化”的环境中，情感的激发。美育并非是完全

感性的体验，也并非是完全的理性认识，感性与理性，

无论走到哪个极端都是对美育片面的曲解，在诗词的美

育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

因此，诗词中所含的审美价值则对学生审美素养的

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三、诗词蕴含的美育价值

诗词是高雅的，是简练含蓄的，它作为中华文化的

一块璞玉，是千年来诗人学者思想精髓的存续，对学生

审美素养的提升都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一）于品格的“风骨之美”

小学生的心智还未发育完全，因此在小学阶段人格、

品格相关的诗词涉及并不多，仅有于谦的《石灰吟》、郑

燮的《竹石》两首。那暂且就以《竹石》为例分析其蕴

含的品格美。常识告诉我们：岩石之上植物是难以存活

的，而诗中的竹却将根深扎于岩缝之中，在这里，竹已

经不在单纯是一棵“竹”，它是一个令人为之敬佩的顽强

不息的生命，更是一种令人赞叹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在郑燮笔下，竹已不再是竹，而是一种风骨，而这种风

骨美正是现代小学生所缺乏的，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

进行渗透陶冶。

（二）于音乐的“韵律之美”

汉语是一种优美的语言，它由声母与韵母组成，且

具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这也是汉语区别于其它语言的

独特之处。因此，汉语言在运用过程中非常注重韵律与

节奏的使用，并注重以音调与节奏来抒发感情。

而在语言运用上，古诗词可谓说是一位大师，便非

常注重平仄、押韵、节奏等创作技法的使用，使诗词在

节奏、音韵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音乐之美。例如：王维的

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

《送元二使安西》

唐·王维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是一首平起诗，第一、四行的

第 二 个 字“城 ”“出 ” 应 拖 长， 第 二、 三 行 第 四 个 字

“青”“尽”应拖长，同时遵循平长仄短的规律，以 2 字

/2 字 /3 字的进行吟诵。节奏较为沉缓，多抑少扬，多重

少轻，有较多的拖音，感情色彩丰富而浓重，而通过音

乐的渲染，节奏的表现诗人浓浓的不舍与沉重之情往往

更容易叩击学生的心灵。

书不尽其言，言不尽其意，故有咏歌。除了节奏古

人在创作诗词歌赋时，往往特别也讲究押韵，例如《送

元二使安西》中“新”与“人”字，押“en”音，读来

更为精致顺畅。

（三）于意象的“生动之美”

景乃诗之媒，意象与意境是古诗词审美价值的重要

部分。古人擅于以一个或多个意象连成一个整体，含而

不漏，露而不浮，充满了生动含蓄之美。

例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由包含了黄

鹤楼、烟花、孤帆、长江等多个意象，并由这些意象组

合成一个完整的意境。诗中没有采用直抒情谊的方式表

达对友人依依不舍的眷恋，而是通过孤帆消失、江水悠

悠，可以引发学生无尽的审美想象，体会诗歌隽永的意

境，绵绵的诗情。

（四）于自然的“生命之美”

生命是世界上最美的存在，而许多古诗就可以成为

学生领略大自然生命风采，体会事物生机勃勃，尊重珍

惜生命最好的引路人。例如白居易的《草》，小草是我们

身边常见的，也是不起眼的一种生物，它常常被压于车

轮与鞋底，默默无闻，处世无声。

（五）于儿童的“趣味之美”

童趣是幼稚天真的，童趣是天真烂漫的，而将这种

幼稚与天真、天真与烂漫寓于优美诗词中，不知是诗词

为童趣添的诗意更胜一筹，还是童趣为诗词添的生动更

胜一筹。例如高鼎的《村居》，青草黄莺，绿堤温风，一

群调皮可爱的孩子在草地上扯着风筝你追我逐，你争我

赶的图景跃然纸上。而这种趣味之美是最能引起学生兴

趣与共鸣的。

四、“以诗词促美育”实施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应对

策略

受长期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诗词教学中美育仍

处于教学的边缘，这使“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实施

存在许多障碍。

（一）“重知识而轻情感”及其应对策略

在实施“素质教育”之前很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的

教育一直以“应试教育”为主导，“知识至上”的思想仍

存于许多人心中。这种现象的存在致使美育的渗透在诗

词教学中很难推进。

1. 精心设计导语，未成曲调先有情

导语是课堂教学的第一笔，也是关键一笔，用墨还

是用铅，浓墨重彩还是轻笔描画，导语为整个课堂教学

奠定了总基调。“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导语的设计

中，教师一定要注重情感的注入，让情感作为学生读诗

的第一块敲门砖，真正将“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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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处。例如在《长相思》这堂课中，教师可以这样设

计：

课堂伊始，教师首先提出问题：同学们又没有出过

远门？想过家吗？让学生进行讨论。小学生出远门的情

况是较少的，且多是去爷爷奶奶家暂住或旅游，对此教

师可以对学生的回答做简单的评价，同时借着学生的兴

头说：“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位诗人，他也远离家乡，但

他既不是旅游也不是去奶奶家，他的周围也不是你们所

看到的小桥流水，鸟语花香，而是兵戈铁马，战火连

天，那他想不想念家乡呢？是啊，想！他为此写了一首

诗《长相思》，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进《长相思》，提体会

一下它的思乡之情吧”同时为渲染气氛。设计这一环节

可以使学生主动地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诗词

之中，从而更容易体会作者的念、作者的苦，感受人们

最动人的真情。

2. 擅于指导诵读，于曲调之中共情

前文提到“书不尽其言，言不尽其意，故有咏歌”。

吟诵通过音调的起伏与节奏韵律的变化往往更能将情感

表现的淋漓尽致，也更能将学生带入情境。因此，教师

应改变自身的教育理念，提高对诗词诵读的认识，以多

种形式将诵读融入到古诗词教学中。例如，增加配乐吟

诵这一环节：

通过一边使用多媒体播放诗词中所提到的“群山漫

岭”“万千军帐”等场景，一边播放思念舒缓的音乐，全

体起立，与学生一起采用吟诵的方式品诗，以乐感心，

以声抒情。以诗词的韵律美来促进学生对诗词情感、意

境美有更深刻的审美。

总之，教师应尝试探索多种方式，使诗词的美育价

值得以充分体现。

（二）“重字意而轻意境”及其应对策略

在传统的古诗词教学中，大多数教师都习惯先逐字

解译，再通释句意，最后再分析作者情感。这似乎已经

成为了古诗词教学的固有模式。这种模式虽有助于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却很容易忽略对诗词意象的体悟，并且

诗词讲究的是整体意境，当一首诗被拆分的支零八碎，

他的美感便也被坏了。因此，在诗词教学中，教师一定

要注重意象美的传递，使学生在诗词课堂中得以美的享

受，例如：

《送元二使安西》是一首充满着离情别意的送别诗，

全诗以多个意象传达着王维送友离别之际的百般滋味，

使全诗笼罩着浓浓的友情与淡淡的离情，而其中最重要

的一个意象莫过于“柳”，因此，要想读懂《送元二使安

西》，教师就一定要带领学生读透“柳”这个意象。“碧

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在学生的印象中，柳

树往往象征着春天，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绿意萌发，

但是在此篇诗词中“柳”取得则是送别之意。且“柳”

与“留”“丝”与“思”又恰是谐音，恰好可以寄托古人

送别时心中无限不舍的挽留之意与今后的思念之情，因

此古人在送别时，总喜欢折一支杨柳送离别人，形成了

“折柳送别”的民俗，一表不舍之意，二则是对友人亲

人未来能像柳树那般可以处处扎根的美好寄愿。当学生

完全体悟了“柳”这个意象，便可以很快地体会到《送

元二使安西》中，王维所想要表达的正是对友人的不舍

以及对友人出阳关后的美好祝福。

从此，学生见柳不再只是柳，不再只是春天，还是

友情的象征送别的情意，身边的事物未变，学生的精神

世界却更为丰富开阔了，如若诗词教学达此效果，那美

育渗透也可以说是有所成了。

五、结语

总之，在古诗词中有效地渗透美育是一个较长的不

断发展的过程，本文所提出的实施策略是笔者根据自身

已有的经验所提出的一些参考，“如何通过古诗词进行有

效的美育渗透”仍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还需要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不断探索，不断改进，提出

更为行之有效的古诗词美育渗透策略，从而充分发挥出

古诗词的审美价值，真正做到“以诗育美，以美化人”。

注释：

①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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