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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美育在小学教学中的作用 
◆胡  静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摘要：美育现代教育的重要一维，谈及美育，势必需要对“美”这一概

念有一定的认知，而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美育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世

界观教育，它的提出及其所指向的正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它是普及而
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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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也是人格的内在要素之
一。1793 年，德国古典文学和古典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席勒以书信体写成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第一次在美学史上
提出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美育理论。席勒将古代希腊社会与近代
欧洲社会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在古希腊社会中，人的天性是完整
和谐的，具有完美的人格，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十分谐调。他极力
主张通过美育来培养理想的人、完美的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将美育提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高度来认识。  

美育的提出丰富了对于学生个体发展中对美的追求。在《小
学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总目标中明确提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发展
个性，培养合作精神，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
观。”健康的审美情趣的培养不仅需要艺术美学，同时需要“将
美学原则渗透于各科教学后形成的教育，”并借助虚拟的文学美
学世界给予学生美感的享受。以此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
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
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  

然而至今无人能明确定义或解释“美是什么”，“美是什么”
这一简单命题已经困扰了哲人几千年，从柏拉图提出千古疑问开
始，无数的哲学家、美学家前仆后继地提出了无数关于美的定义，
但这些定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朱光潜在《谈美》中以一个很
具体的事例入手试图阐释“美”：从我们对一棵古松的态度来谈，
同一棵古松，木材商看到它值多少钱，植物学家看到它的生长结
构，画家看到它的气质风韵，也就是“美感”这便是我们对待客
观对象“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几种不同态度。通过木
材商、植物学家和画家对一棵古松的不同态度，朱光潜提出“人
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

就是其中之一。”为何木材商和植物学家没有看到美呢？并非他
们不具备审美细胞，朱光潜指出人们在欣赏事物之时普遍具有一
种“围城”心态。太关心利益和知识的时候，美就远了。“美和
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省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
距离之外去看。”抛开实际生活中的物欲纷扰，用审美的态度去
看待人生，才能真正沉浸在艺术的美感中。  

在华兹华斯看来，孩童是最接近神性的存在，他们能够用纯
净的双眼和未泯的童心去看待这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既包括
客观的现实世界，也包括虚构的艺术世界。正基于此点，以优秀
的文学作品为依托，让孩子们在感受美、欣赏美、体悟美的基础
上去创造美。通过满足和提高孩子的审美需要，发展孩子的审美
能力，塑造孩子的审美意识，以达到美育的目标，即培养和提高
学生感受美的能力，鉴赏美的能力和学生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并最终达到提高学生人生趣味和理想境界的能力。  

美是阅读这一探险船上的舵手，无论方向如何改变，它所寻
求的都是培养学生对于美的认知。让孩子们未经世事浸染的心灵
在思中读，在读中思，在阅读中品味百态人生，走进故事里的春
夏秋冬，走进人物内心中的五味杂陈，走进美妙文字的低吟浅唱
中。让孩子沉浸于文学这一妙不可言的美丽世界的中，洞察这个
虚构世界中的纷繁百态。      

正如蔡元培所认为：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美育是
自由的，普及的。美育可以使国人的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将孩
子的情绪体验和逻辑思维有机结合，使其受文学艺术熏陶而纯
正，满足了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通过文学活动进行美的教育，
培育学生心灵美、行为美。它用现实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反映在
艺术形象中的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活动来感染受教育者，。它
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学生的情感、想象、思想、意志和性格，能
够丰富学校的文化精神生活，激起学生的情绪体验，有助于培养
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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