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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学生审美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汪春荣 

（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白泽乡月形小学  246003） 

 
摘要：语文学科兼具工具性人文艺术性特点，其中，语言文学促使语文

学科具备了自身的审美性，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多种文学载体的融入使

得其具备了审美教育的功能。而借助审美教育的开展，则能够在丰富语

文教学内涵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对语文学科学习的兴趣，进而以兴

趣为老师，促使学生在审美教育的渗透与影响下，能够从语文知识中善

于发现文学艺术之美，并在欣赏美的基础上具备创造美的能力，促使学

生在具备审美能力的同时，提升小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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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小学学科门类中审美教育元素和资源 为丰富的学
科，它同时具有人文性、思想性、审美性与工具性等多种特点。
小学生心理具有迅速、协调、开放、可塑等特点，正是开展审美
教育的关键和重要时期。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进行什么教育，
有利于培育小学生的健康审美观念，有利于增强小学生的审美能
力，有利于培育高尚的审美情操，有利于帮助小学生养成良好的
人文素养。此外，新课标要求，小学语文教育不仅要能够提高小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听说读写能力，还要能够有效地提升小学
生的综合审美能力。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积极渗透入审美教
育，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重要。 

1.积极创设良好审美的学习情景 
学习情景是开发学生思维和培养学生兴趣的重要环境与氛

围，对审美教育的渗透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小学语文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树立教学情景意识，积极营造真切、形象、生动的
审美情景，不断激发小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欲望。例如，在选入小
学语文课本中的文章中，有许多如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绝
句》、贺知章的《咏柳》等描写美景的名诗名句，在讲授这些美
学诗文时，不能够停留在对课文生字和意思的简单理解上，而要
结合小学生周围的自然美景和生活体验，积极创设教学情景，让
小学生在学习古诗词中学会感受美和欣赏美。 

2.熏陶感染, 体悟情感美 
语文美育也要靠感情的“渗透”及审美实践的感染和陶冶来

实现。体味感悟是关键, 是核心。体验是主客体的沟通, 所以教
师要善于启发学生实践、体验, 通过教学艺术启发学生进入体验
状 。大凡名篇佳作, 无不包含着作者浓烈的情感。有的托物言
志, 有的借景抒情；因事缘情者有之,直抒胸臆者有之。因此, 在
教学中要力求准确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把握住作者情感跳动的
脉搏, 并把作者创作时那种激奋的情感表现出来, 让学生感受到
课文中表现出的丰富优美的情感, 激起学生心中美好的情感, 从
而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使学生在强烈的情感体验中,理解课
文的美, 获得启迪和教益。采用多种方式启发体味, 引导学生感
情体验, 并进一步扩展情思, 是培养审美理解力的好方法。 

3.引导诵读，鉴赏整体美 
在小学语文教材中, 有凝练生动的优美词句,有丰富多彩的

艺术形象,有引人入胜的深邃意境,也有强烈感人的抒情色彩。但
任何一篇关于自然美的描绘, 都是作者意象的凝聚,是作者主观
思想感情和客观事物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 一幅情景
交融、形神结合的有立体感的艺术图画。如何引导学生鉴赏这整
体美? 诵读课文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通过美读感受和欣赏课文
中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是审美教育的关键。叶圣陶称有感情的朗
读为“美读”。他说:“美读, 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
出来。美读得其法, 不但了解作者说出什么, 而且与作者的心相
通了, 无论兴趣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可见有感情
的朗读，是感知美、欣赏美的重要途径。 

4.以多媒体教学手段为桥梁来强化学生审美情趣 
在全面践行新课改要求的过程中，实现教学手段的创新是提

升教学效率与质量的重要保障，而借助现代教育手段的融入，以
多媒体为桥梁，能够搭建起学生与语文审美教育的桥梁，为强化
学生的审美情绪并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供保障。在小学语文教

材中，很多文章诸如散文诗歌等都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以状物
写景的方式来展现出大自然之美，或是借景抒情、借物言情，为
了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促使学生能够在积极主动走进大自然美
景中的同时，更好的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情感内涵，为提升学生的
审美情趣与文学素养奠定基础，教师则可积极借助多媒体教学设
备的运用，将文本信息与动画、图片以视频等相结合，以直观且
具备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来提升教学的有效性。 

比如：以《鸟的天堂》这一课为例，在实际开展教学活动的
过程中，教师可借助多媒体的运用，从动物世界以及地球脉动等
影像素材中，需找到与课文内容相呼应的画面或是视频片段，促
使学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到何为鸟的天堂，在学生陶醉于其中的
同时，为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并实现对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与提升
奠定基础。 

5.借助古诗词的解析鉴赏来开展联想教学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诗词在某种程度上成

为了传统经典文化的见证与传承者，而在小学语文学科中，古诗
词作为重点教学内容之一，借助对古诗词的解析鉴赏，不仅能够
为学生更好的理解与记忆古诗词奠定基础，还能够为渗透审美教
育提供途径，同时也是传承传统文化之路。从古诗词自身的特点
出发，内容精炼、对仗工整且言简意赅，但通常都蕴含了作者对
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或是以借物言情的方式来抒发自身的爱国之
情等，借助联想教学法的运用，能够通过剖析古诗词字句之美来
营造出诗情画意般的景象，进而在这一意境之中来更好的把握住
作者的思想情感，在此过程中，能够以诗词之美来实现审美教学
的有效开展。 

比如：以《江雪》为例，整首诗营造出了一幅万籁俱无声的
雪景图，画面中只有渔翁独钓，给人一种超脱世俗之外的清冷孤
傲之美，为了促使学生能够在脑海中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教师
就需要引导学生通过对作者写作背景以及诗词遣词造句的解读，
去感受每一句诗所描绘出的画面，然后构成完成的画面，在感受
美的同时，学会创造美，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并提升教学的有
效性。 

综上，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为了实现对学生审美能力的有效
培养，就要求教师要在树立审美教育理念的基础上，从小学语文
学科与学生的实际需求特点出发，在明确落实审美教育重要性的
基础上，创设良好的审美意境，以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渗透，并
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来强化学生的审美情趣，同时借助古诗词的
解析鉴赏来开展联想教学，进而实现对学生审美能力的有效培
养，为提升该学科教学有效性并落实教改的全面要求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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