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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阅读教学中提高小学语文的审美教育 
◆王娟娟 

（河南汤阴县菜园镇北街学校  456162）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关注学生情感发展，让学生受到

美的熏陶，要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

审美创造的能力。”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一直是提高学生语文综

合素养的重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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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小学语文教学强调审美教育功能，语文教师担任
着引导者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与
情感渗透，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与培养学生的审美
能力，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日常教学中，
教师应该要重视学生审美意识、方法及能力的渗透，立足于感悟
鉴赏、表达等视角，培养学生发现美、感知美、欣赏美的能力，
指引学生养成科学的审美观念，提升学生的生活品质。激发学生
对语文学习的感知，让学生“走”进文章，与作者发生共鸣，产
生认同感，进而发挥语文教学的美育功能。 

一、在情境体验中提升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知能力 
从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上来说，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了解、理

解字、词、句、篇的知识，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为其未来发展
奠定基础。那么，通过阅读学习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知能力
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这也是构建学生语文审美意识的基础与根
本。开展语文阅读学习，要重视兴趣先导，学生能否有一定的阅
读欲望很重要。审美体验情境具有丰富的审美因素，能从不同角
度激发兴趣和欲望。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媒介的作用，
创设适当的体验情境，教师可以借助相应的辅助工具，结合教学
内容，为学生创建相应的教学情境，使得学生可以在情境中更好
的感受语言的魅力。相关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其面临的
情境有十分紧密的关联，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在开展审美教
育活动时，为学生创建出美好的情境，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审
美能力。多媒体设备是创建情境比较常用的工具，其可以将更加
抽象的文字转变成形象的视频、图片、音乐，能带给学生更加全
面的刺激，使得学生在心灵上得到共鸣。让学生在图文并茂的学
习过程中感受语文美、画面美，将美和形象联系在一起。如教师
在教学诗歌《出塞》时，可以采取多媒体图画展现景色的手段展
开教学，使美育教学具备形象性，通过图画形式展出诗歌中的场
景，营造诗中意境，可以提高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另外还可将音
乐融入教学中，丰富学生视听觉体验，让学生感受诗词中蕴含的
美。 

二、灵活引导和激发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情感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提出“美感是情感的关键”，并别出

心裁地把美育叫作“情育”，可见审美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情感。
一节好的语文课，教师除了要教会学生课文的主要内容，更要带
领学生学会富有情感地朗读课文，从而去更好更深刻地体会课文
中所蕴含的美，这无论是对于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还是对课文
作者情感的表达都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纵览语文教材，不
难发现教学中经常遇到的诗歌类的文章，而诗歌教学具有很强的
节奏和情感，如果学生在学习中只是平淡无味地朗读诗歌，那么
很少能把握诗歌的节奏而深入理解诗文，但是如果教师能够带领
学生开展有感情的诵读，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就能起到一定的帮
助作用。审美学习其实是一种情感教育，是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将
自身情感与作者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但是学生在经历、知识、思
维、经验等方面受限，读书时经常遇美而不知美，从鉴赏中感悟
美对于语文学科，是一门欣赏性极强的学科，高中语文教师在开
展课堂教学活动时，可以从艺术的视角出发，将语文课看成是艺
术鉴赏课，把教材内容当作是精美的艺术品，指引学生可以去鉴
赏作品，并对作品的细节进行深入挖掘，从细节中感悟到文字的
优美，加深学生对美的感受。因此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要适
时且灵活地引导和激发学生审美情感。如在教学五年级上册《献
你一束花》一课时，教师可以事先通过设置简单的问题“如果你

的手中也有一束花，你 想把它送给谁？”，引导学生联系生活
实际，调动学生的联想能力，老师再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小结“这
是一束感激的鲜花”“这是一束充满孝心的鲜花”“那么冯骥才笔
下的这束花又要献给谁呢？”拉近与作者的距离，从而激发学生
的学习欲望，让学生逐步走进失败者的内心，有一种真情体验。 

三、给予学生朗读机会与方法指导培养其应用能力 
教师常提倡精读、美读，其实就是要求学生带着丰富的感受

来读文章。在教学中，学生在理解课文大意后，教师要充分给予
学生朗读的机会。当前不同版本教材中所选录的文章精美且丰
富，也涌现着众多具有广泛意义的典型人物形象，大多数人物都
具备鲜明性格，能给人带来情感的震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不
同文体与内容，紧扣作品语言，指导学生读出感情，如欢喜愉悦、
慷慨激昂、豪放悲壮、低沉伤感……读后适时评价引导。教师基
于学生的成长，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语文教
学中的美育，不仅仅是使学生获得愉悦的感受，提高审美能力，
更重要的一点目的还在于学会实践与应用，做到学以致用。如培
养学生表达美、描述美的能力，即“说”的能力，那么教师可以
经常请一些口语表达不够流利，口述与表达能力不够大方的学生
上讲台，让他们想象一些与教材文本有关的东西，然后大胆用自
己的话表达出来。假以时日，学生的述说内容将会越来越有清晰，
在这方面得到很大的进步。所以说语文教师要牢记在美育过程
中，把学生的实践与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能力进行培训，既让学
生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又能学会使用美的语言，形成美的思想，
养成美的行为习惯， 终成为美的实践者、创造者。没有美育，
语文教学是狭隘及片面的，进一步加强审美教育的研究与渗透教
学是新时期广大语文教师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结语： 
总之，作为语文教师要根据题材内容，选择不同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学生对美的热爱与追求，做到既遵循
语文教学规律又科学有效地对学生进行美育，寓美育于教学之
中，使语文教学生动活泼，富有情趣，致力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具
有健全且高尚人格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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