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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生活化语文”在美术学科中的运用
刘书青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0000

【摘 要】：本文以李镇西老师的“生活化语文”为参考，剖析“艺术入试”背景下，美术课将会遇到的僵化问题，提出美

术课堂生活化和学生生活美术化等观点来应对“美术八卦”现象。此外，要做到美术与生活的有机融合，也对我们教育者提

出一些建议，提升专业素养、营造良好课堂氛围、关心学生才能更有效的上好一堂美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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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李镇西，生于 1958年 9 月，四川成都人。“全国优秀

语文教师”，现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被誉为“中国

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在李镇西老师的教育实践中，注

重“教育民主化”与“语文人格化”的结合。在他长期的语

文教学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学方式：自由精神、平

等精神、宽容精神、妥协精神和创造精神贯穿他的教育教学

活动。在 20世纪 90 年代初期，他提出变“应试语文”为“生

活语文”的主张，同理，该理论也可迁移到其他学科，如学

科美术中。最近，江苏被列为试点将美育纳入到中考中，该

事件引发热议。也许学生只需要掌握书本中的基本知识点，

就能通过考试。但笔者认为美育更重要的并非“应试”的死

记硬背，为了培养学生的“21世纪技能”，除了深层次的激

发学生认识美、爱好美，此外还要培养创造力与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而如何将学科知识与我们的生活、与学生的发展相结合，是

每位教育工作者都应思考的问题。其次，如何布置课堂才能

使学生更喜欢、更投入，在教师个人素质方面，李镇西老师

也带给我一些启示。

2 对李镇西老师“生活语文“和老师素养的提炼和

延申

在李镇西老师发表的“变”应试语文“为”生活语文的

文章中，他提出在教学中一些语文老师忽视语文学科与生活

的联系，把对付考试作为教学的目的，其教学内容也依考试

内容为标杆进行取舍。那么这不仅会使语文失去其本身魅

力，也造成了学生对学科知识的僵化，个人感觉这便类似科

举考试到清末时期八卦化的倾向。即学生只是会背会写，而

无法将其有效运用。造成“懂与会的分离，学与用的脱节”。

语文尚且如此，那么反观美育，更是一个要求学生学以

致用的课题，通过美育可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

发展。若只是死板的背住某个名词的定义，又如何发挥美育

对的根本奥义呢？美育可通过美术、音乐、舞蹈等课程在学

校教育中进行，本篇主要阐述李镇西老师“语文生活化”对

美术学科“生活化”的相关启示。

除了把握“美术生活化”的基调，老师们也应积极反思

自己，对课堂的安排是否符合该年龄段儿童的心理；内容的

传授方法是否能引起共鸣；如何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老

师应该从哪些方面提升自己。

3 基于李镇西老师描摹的“生活语文”的轮廓，本

人将其做合适的变动再移植到“生活美术”上

3.1美术教学“生活化”

课堂中：主要指老师在传授相关美术知识或技能时，可

自然的注入生活内容。如小学人美版美术教材七年级下册的

第一课《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该课作为一节欣赏·评

述范畴的美术课，主要目的则是培养学生们热爱生活，从生

活中发现美，再将美反作用于生活的审美能力于情趣。在教

学过程中，若是教师一味的空喊口号“艺术高于生活，但源

于生活”，恐怕学生则会无动于衷，无法理解；那么不妨从

日常生活的小题材入手，古往今来有不少画家都曾画过虾，

但最著名的非齐白石莫属，原因无外乎他的虾如此之生动传

神，寥寥几笔便将虾的灵动表现的淋漓尽致，竟是比真的虾

更加活灵活现，学生们可以通过虾照片与画的对比来验证本

课题的观点。这就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例。

再如我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

是一幅风俗画的代表作，它描绘的北宋汴京城风貌，生动的

再现了昔日都城的繁华，同时也是现在我们研究学习北宋历

史的参照物。该画多角度的还原了北宋的社会风情与精神面

貌，大到远处的亭台楼阁，小到河面上游过的小鸭子，都是

对生活的一笔笔描摹，当然其中也有作者主观的改造，这则

更加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真谛。如此导入，

用学生们熟悉的生活场景连接与他们不太熟悉的美术世界，

则更能引发他们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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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生生活“美术化”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美术的影子也是随处可见，不管是各

种物件的设计之美，或者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往来，常常有绘

制一张贺卡以表情感的。像是学生们平时穿的校服，也有不

少同学会自己进行 diy，加上一些图案。再像黑板报等，以前

通常是文字占大篇幅，近年来，绘画的占比大幅提升，甚至

许多黑板画以纯画画的形式展现，这其实也类似专业领域

“壁画”，那么就可以将美术有效的和生活结合起来。

3.3 多学科的融合

随着时代发展，“大美术学科”的观念应运而生，其中

一点要求即在学科设置上向综合美术转变。近年来，美术不

再局限于架上绘画，装置艺术、观念艺术、摄影艺术等新形

式登上舞台。如装置艺术不仅仅要求美术能力，更是要依托

于新的科技手法来展现美，这便于数理化生等学科进行了结

合。再如观念艺术，同样要求作者有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有思想深度。古代文人画“以诗如画”、“以画如诗”似乎

是最早的学科融合，那么到现在这种形式依然存在，我经常

会引导同学们在自己的画旁边题诗，以此促进语文学科与美

术的融合。

4 教师自身素质的培养

4.1 学生不是老师教学表演的道具

美术课大概可分为公开课与日常课。不部分老师对于公

开课及其重视，通常会刻意准备，以希望课堂能有出彩之处。

但往往这些准备会披上“表演”的嫌疑，学生在课堂上完全

被老师牵着走，而教师们会为了课堂效果有时会急于赶进

度，在学生还没有搞懂上一个点时，立马奔赴下一个环节。

而李镇西老师则追求尽量让公开课常态化。提出“举重若轻，

行云流水”的教学境界。而要做到这两点则要求教育者本身

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文化内涵以及课堂把握能力。除了要

对学生本身的心理结构、认知能力有所把控外，还要对教材、

所授课程的内容做深入研究。课堂内容切勿脱离实际，这一

前文说到的“生活化”同理，过于宏观的课题可采用“以小

见大”的手法，以某一生活小物为线索贯穿课堂，使课堂充

满“随意”、自由感，而不是形而上的“表演”。

4.2对待“错误”

在实际课堂中不免会发生一些突发情况，缺乏经验的教

育者可能就会有一些小失误。而优秀的教育者，对于已犯的

错误的把握，不仅是改错，更改进行自我反思，挖掘犯错的

根本原因，是经验不足或者课前准备不够还是自身专业知识

的缺乏。坦然的面对失误，将其看成宝贵的财富，勇于否定

自己，这能使我们在之后的教学中更加成熟和自信。

4.3教育者从哪些方面使学生对美术产生兴趣

其一，在学校教育中尤其重要的使课堂氛围的营造，轻

松、活跃、贴近生活，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这样的气氛更

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其二，教师本身如果有及其丰富的知识

储备量，则可在传授死板知识时，使其更生动。

4.4保持童心

一位优秀的教育者除了要有学识、人品外，也应保持“童

心“。在年复一年的工作时依然最开始时的激动和热情，不

是为了功利的评职称涨工资，只是单纯的向上好一节课，让

学生们喜欢、有所收获。我想这就是李镇西老师说的童心”

作祟“。在面对年龄比我们小这么多的学生时，有时去了解

他们的喜好，关心学生，赢得学生的喜爱，会使课堂效果更

好。这也要求我们不断的接受新事物，保持“童心”。

5 结语：生活化美术道路

李镇西老师引导学生探索生活与语文的关联，同样，在

“艺术入试”的大背景下，如何将美术课与生活相连接，避

免美术“应试”，学习美术知识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也

是我们应思考的。美术老师也可尝试李镇西老师的生活化语

文的道路，提高自身素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抓住美术与生活相关联的契机，让美术专业能力、审美情趣

与生活经验共同发展。这便是李镇西老师“生活化语文”的

精神所在，也是新时代美术课改革的理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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