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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在小学语文中的渗透 
◆钟文迪 

（西南大学  重庆市北碚区  400715） 

 
摘要：语文教育不仅仅旨在提高学生的语文认识与实践能力，还应注重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本文通过对当前小学语文

美育教育存在问题与原因的分析，从而提出美育教育如何渗透到小学语

文教育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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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小学语文教育美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们的小学语文美育教育工作仍存在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仍将教学任务集中在文字教学，只追求学生会写会用，而
忽视文字之美；其二阅读教学时对文本解析的单一化、模式化，
只在意学生会答题与否，而忽视了文本之美。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有三： 
第一，教师不正确美育教学观念。仍有部分教师认为，学生

要培养对“美”的认识就在美术课、英语课上去培养。而在语文
课上就是学识字写字就好了。这种不正确的意识直接影响教师在
语文课堂上的教学，有这种观念的老师会忽略在教学过程中让学
生感受文字、语言之美。学生识字和运用文字确实是语文教学的
目标之一，但这只是语文学习的一部分目的。我们的文学作品中，
往往有大量的“美”的元素，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只是仅仅突出生
字、框架式地展开阅读教学，那对于培养学生对美的认识，激起
学生对课文的兴趣是没有大的帮助的。 

第二，教师专业素养，教学能力缺乏。无论是哪一科的教师，
都应具备其专业素养。作为语文教师，就应该有较强的文学审美
能力、文学作品分析的能力，以及传达作品之美的能力。如果语
文教师对“美”的理解都浮于表面、浅尝辄止，那么也不具备带
领学生去进一步探索语文之美的能力。 

第三，智育教育的过度实施。素质教育提倡学生德、智、体、
美、劳的全面发展。“美育能引导学生积极地、愉快地学习和劳
动，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和成长过程起到丰满优化的作用，并对学
生的品德与情操起到促进作用，陶冶其高尚情操。同时，对德育、
智育、体育起到补充与积极的影响作用。” 然而在具体落实的时
候，智育还是占教学的主要部分。小学教育着力追求学生考试成
绩和升学率，所以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所在讲的内容大多与
考试题目紧密相关，而忽视了对学生在情感、价值观中“美”的
感受的培养。 

第四，教育评价的局限。如今我们的教育评价仍处于“唯成
绩是从”的阶段。社会、学校对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评价还停留
在成绩好坏上，成绩好则被重视，成绩差则被忽视。这也造成我
们大部分的家长及学生自己都更在乎成绩，而忽略自身兴趣与对
“美”的追求。教学是一个教与学的交互过程，可是当学生自己
开始只关注成绩、排名，更“功利”地学习时，就算老师想要在
课堂上试图美育教学，那也是徒劳。 

二、改进小学语文教育美育实施的策略 
（一）课堂教学中的改进 
1、教师要传递“汉字之美”。 
不得不承认小学语文教育中识字教学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但教师不能以刻板地重复书写来强化学生对字的认识，而是要通
过让学生理解汉字之美，激发学生对汉字的学习兴趣来达到教学
目的。教师可通过板书、图片展示、音频的展示让学生对汉字有
立体化的认识，让学生去感受汉字的形体美、构造美、会意美。
比如在讲“山”、“水”、“火”的时候，可以展示图片，让学生勾
连字和图，从而感受汉字“象形”的特点与美感。又比如在讲“木”、
“林”、“森”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说，“木”是孤单的树，“林”
是一片树，“森”是一大片树，来让学生理解会意字之美。 

2、教师要传递“文本之美”。 
“语文教学中必须完成审美教育的任务:第一培养学生感受

美的能力。第二,培养学生鉴赏美的能力。这也是对学生审美情
趣和审美观点的培养。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不少古今中外的名篇,

这些作品不但表现了美,而且自身也是美的结晶。课文内容正是
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的极好教材:第三,发展学生表达美的能力。审
美感受同一切感受一样,通过表达就能更明确、更巩固并得到进
一步提高。” 教师在完成阅读教学的时候，不能只是将学生能完
成相关阅读题作为唯一的教学目标，而也要注重通过文本传递出
文本的美感，让学生学会欣赏与鉴别美丑。这才是课文存在的意
义。 

（二）课堂教学以外的改进。 
1、推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终生专

业训练，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
并逐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一个良好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
成长过程”教师专业发展要求教师要从教书匠转变成教育研究
者，从学生学习的评判者发展为促进者，教师教学的独白者转变
为教学对话者，课程执行者转变为课程开发者。对于美育教育，
教师要学会从一个美育原理体系的接受者，主动变为在实践中研
究的思考者。通过不断地积累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美学素养，
学会将美育教育渗透在小学语文教学当中。 

2、学校层面注重课外活动的开展。 
美育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还要借助学校组织的课外活

动的力量，可组织学生开展对美的鉴赏及评价的活动，组织学生
到语文课文里所提到的地点调查、参观、郊游，以提高学生欣赏
自然美，社会美的能力。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语文教
学不能仅限于老师在课堂中为学生描绘的图景，再美的画面也都
是学生所触及不到的，唯有让学生们去真真感受，才能最大程度
上激发他们创造美的能力。 

3、社会美育与学校美育相结合。 
如今是一个信息时代，单单依靠学校课程完成对学生的美育

教育是不可能的。学生会学校以外的很多地方接触到美，特别是
在网络上。这就需要大众审美的不断提高，才能带给学生们一个
好的审美环境。国家在强调培养高素质人才，学校要对学生进行
美育教育的同时不应该忽视社会的低俗信息对学生的不良影响
也是巨大的。所以，社会美育与学校美育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
美育教育在课程中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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