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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文学教育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分析 
◆胡晓红 

（湖南省泸溪县第五中学）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对高中语文的教学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需要渗透文学教育。文学教育不但能够丰富学生

的文化底蕴，还能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平，培养高中生的语文核心素

养。但是受我国目前的应试教育模式影响，文学教育在高中语文教学过

程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渗透。本文主要分析我国目前高中语文教学中文

学教育渗透的现状，并提出一些渗透文学教育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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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凝聚着一个时代作家的全部心血，反映着一个国家
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水平，具有极大的艺术价值[1]。在高
中语文中渗透文学教育，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但是目前很
多高中语文老师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学生考试做题的能力，导
致文学教育并没有真正的渗透。 

一、高中语文教育渗透文学教育的现状 
（一）文学教育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 
高中语文知识的学习相对其他学科来说显得有些单调，在高

中语文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在语文课上写其他学科作业的现
象，就是由于语文教师没有转变教学方法，没有添加新鲜的内容，
导致学生失去学习语文的兴趣。另外，高中生即将面对高考，很
难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一篇文章，大多数都是停留在文章的表面，
使得文学教育在高中语文课堂中难以真正实现。 

（二）文学的地位逐渐降低 
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变得越来越发达，

高中生更喜欢新鲜好玩的软件，更喜欢在网络游戏中寻找刺激，
而并不喜欢阅读单调乏味的文学作品，文学的地位逐渐降低。经
常有学生在语文课上玩手机或者睡觉，听课的大多数也只是机械
的记忆，难以提高语文的学习效果。 

（三）对文学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 
汉语是学生从小一直都在接触的语言，在高中时期，学生学

习语文时相对其他学科来说较为轻松，而其他学科学起来较为困
难，因而学生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数理化等难度较大的学科上
面，使得学生不够重视文学的学习。另外，学校一直以来经常举
办数理化的知识竞赛，导致学生将更多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些理科
学科上，降低文学教育在学生心目中的位置[2]。 

二、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文学教育的措施 
（一）赏析文学图画，朗诵文学作品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仅仅只用口头语言讲述，

学生难免会觉得枯燥乏味，而且单凭语言描述也很难让学生想到
实际的画面，教师倒不如利用多媒体，将文章中所描绘的画面展
示出来，让学生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文章讲述的内容，提高文学对
学生的吸引力。 

例如，讲授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2 第一单元中的《荷塘月色》
这篇课文，作者朱自清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机盎然的荷塘夜景
图，作者在文章中多次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来描写荷叶、荷
花、荷香，同时将对月色的描写融入到对荷塘的描写之中，荷塘
是月色下的荷塘，月色是荷塘上的月色，这样美丽的荷塘月景，
教师在讲授时应当结合多媒体带着学生一起欣赏。教师可以在多
媒体上展示出文章中所描绘的景色图片，图片里面的景色可以是
随着鼠标移动的，这样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上全方位的展示美妙温
馨的荷塘月景。这样有助于学生更好的掌握文章，理解作者写景
的方法，看到什么样的景色想到了用什么样的修辞手法，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文学作品是一件已经完成的艺术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
只注重逐段逐句的讲解，这样难以让学生感受到文学性，在分析
完文章之后教师还要让学生带着作者的感情大声朗读课文，提高
学生对文章的整体感受，学生在朗读过程中就会受到文学作品潜
移默化的熏陶，有利于渗透文学教育，提高学生心中的文学价值。 

例如，在讲授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1《沁园春•长沙》这篇
课文时，教师在讲解完课文之后，学生已经掌握了文章的中心思
想，这时教师应当让学生带着感情朗读课文，在大声朗读的过程
中，体会毛主席在写这篇文章时的那种豪情壮志，那种为了革命
英勇无畏的精神，提高学生对文学的鉴赏水平、审美水平。 

（二）创设适当的教学情境 
文学作品也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字里行间都能流露出独特

的美感。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此发达，教师应当将其利用到高中
语文课堂教学中来，借助多媒体创设具有文学美感的教学情境，
将学生慢慢带入到情境当中，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帮助学生
细细的品析文章。 

例如，在讲授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1 第一单元中的《雨巷》
这篇课文时，作者戴望舒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撑着油纸伞彷徨在幽
深的雨巷的一个主人公形象，文章整体的风格较为孤独沉郁，表
现了作者内心的惆怅以及希望和失望并存的纠结心态。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播放雨巷的图片以及
名家的范文朗诵，让学生通过视觉和听觉渐渐进入文章当中，跟
随作者一起走进那悠长寂寥的雨巷，渴望碰到那个撑着油纸伞
的、像丁香一样的姑娘。学生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中，能够加深对
文章的理解，深切体会到作者的愁苦之情，激发学生鉴赏文学作
品的兴趣。 

（三）转变教学理念，提高教师的素质水平 
学校和教师都要转变教学理念，重视文学教育，慢慢改变学

生心目中文学作品的地位。这就需要学校适时地举办一些文学活
动，如文学作品朗读比赛、演讲比赛等，让学生逐渐重视文学作
品，形成课外阅读的习惯[3]。另外，教育部门对于提高文学地位
的作用不可忽视，教育部门应当实地了解高中语文教学中文学教
育的现状，然后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提高文学地位。同时，语文教
师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素质，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学生。 

结束语 
文学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丰富学生的文学底蕴，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所以，高中语文教师以及有关的教育部门应当积极
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加强文学教育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渗
透，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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