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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人.所以，在教育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的进程中，美育显示了愈加重要的作用。语文是集思想性、工具性、艺
术性、科学性、人文性于一体的学科，有着它的特殊性。因而我们语文
教师在进行审美教育时，就应“因殊利导”，采取不同的方式。笔者认为
可以从宏观上将其分为两种形式：外表美和内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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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以美育人，育
人以美，育美的人”是美育的通俗解释。仔细思之，教育的根本
宗旨是培育人，所以，在教育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进程中，
美育显示了愈加重要的作用。 

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中最为基础的学科，更是一门人文性很
强的学科。《小学语文九年义务教学大纲》指出：“小学语文学科
的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学生具
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由此可见，语文是集思想性、工具
性、艺术性、科学性、人文性于一体的学科。 

足见，语文学科有着它的特殊性，因而我们语文教师在进行
审美教育时，就应“因殊利导”，采取不同的方式。故而，审美
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就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可以从宏观
上将其分为两种形式：外表美和内涵美。 

一、外表美： 
所谓外表美，实际上就是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美育的客观条

件，即教师、教材、课堂三个主要方面。 
（一）、教师——美的形象大使 
众所周知，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教学和教育过程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教师的审美示范对学生审美素质的发展具有潜
移默化的影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在小学阶段犹为明显。 

著名教育家黑格尔说过：“教师是孩子们心中最完美的偶
像。”小学生的这种“好模仿”、“向师性”决定了教师是他们的
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榜样。这样，我们教师自然就应成为美的形
象使者。作为新世纪的小语教师，就必须要是“真、善、美”的
化身，这样才能为孩子们起好导向作用。 

1、教态美，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整洁、美观的衣着，大
方、得体的动作，从容、亲切的神态。换句话说，就是教师的形
象能给学生一种外观美的享受。 

2、语言美，指教师在精心设计教法的前提下，在教学活动
中所表现出来的敏捷、严密而机智的思维能力；声情并茂、条理
清晰、逻辑性强，简洁、明了具有幽默感的语言表述。 

3、板书美，它不仅是字迹工整，线条明晰，还必须是简洁
明了，重点突出，美观大方，具有逻辑性、形象性和启发性等特
点，是课文内容美、主体美的再现。 

事实告诉我们，教师以落落大方的教态，富有逻辑性和感染
力的语言，美观而富于启发的板书，就会创造一个和谐、愉快的
教学环境，教师的审美观也在潜移默化中注入学生的心灵，达到
语文教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的目的。 

（二）、教材——美育的摇钱树 
我们来查阅一下小语教材，不难发现：小语教材，特别是中

高段教材，有很多的课文都是出自古今中外的名家之手，仅六年
制 11——12 册的课文，就有鲁迅、老舍、安徒生、李白、巴金
等名作家的佳作，这些作品不仅意美、而且文美，给人以美的享
受。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些作家的带领下，进入一个又一个美的
世界。 

《桂林山水》就是一篇颇具代表性的审美佳作。它以优美的
语言，活泼的笔调，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风光，抒发了作者热
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情感。课文开篇引用清代诗人金武祥的名句
“桂林山水甲天下”统领全文。接着分写了桂林的山和水，都采
用了对比、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读来琅琅上口，品来无限美
味（包括色彩美、静态美、意境美等）。 

其实，只要我们细心挖掘，潜心钻研，就不难发现语文教材

中的美育素材。当然，我们教师不能借教材教给学生 1+1=2 的本
领，而应将他们带入 1+1 >2 的境界。 

（三）课堂——美育的小摇篮 
古希腊哲学家说，和谐就是美。和谐，是指事物各因素相互

联系，形成最佳匹配。课堂，是我们教育教学的阵地，它自然也
就成了我们进行审美教育的摇篮。只有使课堂形成一个和谐的结
构，学生才能从中受到美的教育。一个和谐的课堂应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教学目标的科学美，即教学目标要全面、准确、简洁。
这样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明确、集中、指向性强，富于层次性和立
体感。 

2、教学内容的逻辑美，实际上就是指知识的内在联系及与
学生和社会生活实践的联系。它能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获得
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理解，崇尚真善美，憎恶假恶丑，在美感体
验中，使心灵得到净化。 

3、教学结构的合理化，即指一节课中导入、授新、练习、
总结等各个环节的设计，能使学生得到一次性美的享受，在愉悦
的氛围中学到各种知识。 

4、教学方法的新颖美，在语文教学中的体现就是形象性、
情感性、创造性，又体现为“寻美、赏美、创美”的发展策略。 

5、教学手段的灵活性，即各种教具的结合美，能充分体现
和发挥它们的作用。 

6、教学氛围的情感美，即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一种热爱、
尊重、愉快、平等、合作的师生互动课堂氛围，营造一种审美化
的课堂场所，激发学习兴趣，活跃学生思维。 

二、内涵美： 
所谓内涵美，是在小语教学中实施美育的主观条件，即人的

本质力量。我们的语文教学，不仅要教学生“找果子、摘果子”，
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高深的境界，那就是要让学生“跳起来摘果
子”。“教是为了不教”。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提出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既揭示了美是为人
所专有，即是“人的”，又揭示了美是可感知的，即它是“对象
化了”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学生会说《巴黎圣母院》里的
卡西莫多美吗？当然不会。然而我们从人的品格、行为等方面分
析，便会得出，它实际上也是美的化身。我们也并不敢保证，我
们教师认为美的东西，小学生也认为它美。所以美（不管是自然
美，还是社会美，或是艺术美），之所以感染人，还在于它形象
的呈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它使人在接受感染和震撼之际，又
能观照自身所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从而得到满足，得到鼓舞，得
到启示，并能用美的规律塑造对象，制造自身。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看出：我们的语文课，如果能在传授知
识的课堂上，显现“人的本质力量”，给予我们的学生以人的地
位，适应学生作为社会人的内在需要，让我们的学生在教学活动
中，体会到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理想、人的意志等。并且观照
到自身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自身的理想、自身的意志等，也就
一定是美。 

总之，在小语教学中，要将审美教育贯穿始终，落到实处，
就应将外在表现和内在表现结合起来思考、研究。如果只重外在
表现，那就是形式上的美育；相反，则达不到预期效果。只有将
二者结为一体，形成一种和谐之美，美育才可蕴育出希望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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