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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高中语文教学与学生审美个性 
◆王文娥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中学） 

 
语文教学中存在很多美育因素，如何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激

发学生对美的感知能力，培养学生的独特的审美个性，是一线语
文教师应该要努力探讨的话题。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我们要经常怀着无限的赞美和敬畏心
来看待世界”，此话正说明了审美意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
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新课程标准》也指出：“培养学生健康
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
的重要内容，不应该把它们当作外在的附加任务。应该注重熏陶
感染，潜移默化，把这些内容贯穿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之中。”可
见，高中语文教学与美育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为此，作为一线的
语文教师应该使美育工作与语文教学改革同步发展，使美育精神
重新回归到课堂当中。可是在目前高考压力的逼迫下，高中的语
文教学往往把审美要求搁置在一边，或者说教师往往将个体的审
美体验通过教学传授给了学生“大一统”的审美教育。这种教学
模式压抑了学生的审美个性，因此,个人结合自己二十多年的教
学经验，整理出了，培养学生个性化审美的几个有效途径： 

第一，发挥“读” 的作用，激发学生的个性审美。  
要让学生感受语文材料的美，这就要实施叶圣陶先生所说的

“美读”，通过读，调动学生视觉、听觉等感觉经验，使学生在
语言的流动中感受课文各种形式的美，进入作品美的意境。每个
学生的语言能力不同，教师指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去感受文章尤
其重要。要根据不同的文体，围绕审美目标，在各个教学环节上
施以不同的阅读形式。朗读，可以把文章美的思想感情，通过声
韵传达出来，把“写在纸上的语言变成活的语气”（朱自清语）。
通过朗读，可以创设情境，营造气氛，让学生临其境，耳濡其情。
例如，本人在教授《大堰河--我的保姆》一文时，我怕自己不能
很好地朗读出那个“情”味，于是精挑细选了一个“情”味十足
的美读给学生播放，结果很多学生，尤其是女同学在听那个朗读
的时候都情不自禁地哭了。后来在我分析那篇文章的思想内容
时，学生们分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如学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就让不同的学生反反复复朗
读，有的学生读荷塘美景那段时语言轻松飘逸，使其余同学都沉
醉在如烟如雾的美景中，而换另一个学生读，略带沧桑的嗓音让
大家领略到的不单是单纯的景色美，还是家事国事下的压抑与惆
怅。总之，能使学生获得一种妙不可言的美，这就激发了不同学
生的审美个性。  

第二，肯定学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带领学生感悟文学之美。  
自然的美是一种现实的美，它以其可感的形象，最能激发青

少年的审美兴趣，不同的学生对自然的感悟也不同，在语文教学
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让学生们结合自己的经验，
去理解课文所描绘的景观，感受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的壮丽雄浑
美，领略绿肥红瘦、茂林修竹的生机勃发之美，享受珍禽异兽的
独特美，让学生在美的体验中，激发起对祖国河山的爱，激发创
造美好生活的热情，提高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如学陆游《过
小孤山大孤山》时，我引导学生从中感受到祖国山川的壮美雄奇，
清幽秀丽。一幅幅画面摇曳多姿，清新俊雅，让人着实感受到大
自然的纯净美好。并且在课堂上我让不同的学生结合自己的游览
经验，用自己个性化的语言描绘自己心目中的图像，学生反应很
热烈，而且不同学生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受，这对学生以后的
写作也有很大帮助。这些对于美得感受和培养也能使学生的人格
气质得到发展和完善，利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更高层次的
美。  

第三、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个性化审美 
以必修二《荷塘月色》为例,个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 首先要

重视学生自我在文本中的审美体验，通过学生的审美体验教师再
随时调整教学进度, 力求突出学生个性化审美与个性化学习的
重要性。其次, 对学生的个性化审美应该适时加以引导, 以细节
审美为突破口来培养学生个性化审美。如有学生对课文中月色的
描写特别有兴趣, 认为作者通过月色的描摹写出了朦胧美的境

界, 还特别举出例子———“月光如流水一般, 静静地泻在这一
片叶子和花上”“只在小路一旁, 漏着几段空隙, 像是特为月光留
下的”等, 这些从形、神上写出了月色的美。此时教师可以在鼓
励学生的同时, 也发动全班同学找出自己最有审美体验的描写
月光的句子, 从而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文本的审美内蕴。最后, 
通过有代表性学生的小结来反馈学生个性化审美的表现。这样的
教学步骤, 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也使学生个性化审美逐步培
养起来。 

当然，上述《荷塘月色》一文，学生个性化审美的培养, 一
方面来自于教师透过月色之美的体验来引导鼓励学生进行自我
审美的培养,形成个性化的审美；另一方面, 如果教师只是站在文
本的高度去引导学生，那么学生的审美教育就只能是单纯的课文
审美，还不能进行文艺审美的层次。因此，本人在教学总结后, 还
给学生们留下了张若虚的名诗《春江花月夜》，引导学生把这首
诗的月色之美与《荷塘月色》的月色之美进行比较体验, 并写出
自己对月色审美的全新体验的相关作业。这样一来, 学生们在课
后就会对两个文本进行深入解读, 不仅起到了复习巩固的作用, 
而且还拓展了学生个性化审美的视野, 更好地满足了学生们个
性化审美的需要 

第四、提升教师自身审美能力, 拓展学生个性化审美的需求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真正培养学生个性化审美需要, 就必

须将教师的审美教学设计融入到学生个性化审美的过程中。因为
学生人数众多，个性化审美的需求多样, 再加上课文教学的要求, 
要将这些因素都统一到语文审美教学设计中, 这是一个非常艰
巨的过程。纵使如此，高中语文教师还是应该去尝试通过熟悉学
情来梳理学生个性化审美培养的共性, 找到切入学生个性化审
美的最大公约数，这样才能确保学生个性化审美的培养。而实际
上，学生个性化审美的培养，也并不是语文教师通过教学来全面
培养，而是通过教学设计的切入到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培养的过程, 
这也是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转变的要求。 

另外，《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要大量阅读文学名著，并把名
著导读课列入口语交际范畴，这给语文教学又增添另一道亮丽的
风景，文学名著是经过千百年淘洗和千百万读者筛选的艺术精
品，这些艺术珍品以新鲜独创的艺术形式、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多姿多彩的艺术技巧、荡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展现在读者面前。而
对于经典，大部分学生都怀着一种神圣崇敬的心理，我认为作为
一个语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不能只是被动接受别人眼中的经典，
而是要有自己的评论和思想。让学生在读经典作品时，融入自己
的情感，达到不一样的审美体验 。为了让学生通过阅读经典来
提升个性审美，教师完全可以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给学生留下
自主阅读的时间，然后定期和学生交流审美体验，或者利用自习
课、班会课组织学生在小组内分享自己的审美体验。 

总之，语文课堂需要美育精神，学生需要有自己的审美个性。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只有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自然地渗透美育教
育”，才能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受到美育的熏陶，给沉闷
的语文教学注入美的无限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