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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实践探究 
◆袁晓露 

（安徽省濉溪县孙疃中学） 

 
摘要：从实验版语文课程标准到 2017 版的语文课程标准的不断进化中，

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实践层面，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是贯彻审美教育的执行者，必须承担

起自身的责任，在教学语言、个人形象塑造、板书设计及教学手段运用

诸方面提升自己，以此作为突破口，推动审美教育在实践层面的逐步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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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教育和教学过程中有三个步骤：科
学、技巧和艺术。”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
学生积极主动地深入到各项融外物到内物的审美升华中去，进而
让学生掌握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技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形成良
好的思想品德，让审美教育深入其中。其中， 重要的是语文教
学中的审美教育，重视教学的艺术性。要在语文教学中获得优秀
的教学成果，达到全面育人的教学目的，就必须在追求教学的科
学性的基础上讲究教学的艺术性。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版）指出：“语文具有重要
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
受到美的熏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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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美的理念就创造不出美的形式。
作为审美中介的教师除了要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广博的社会见
闻，丰富的情感体验，娴熟的表达技巧之外，还要有强烈的创造
欲望和创新精神，创造全新的教学境界，吸引先进的教学理念，
加上自己的智慧，用美的形式教学，同时做到以情动人，以形诱
人，让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意识到了自我，并感到无限的乐
趣。准此，教师应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注意以下几点，才能深入
贯彻审美教育。 

一、教师的语言美。 
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是传播人类经验和启智益德的综合性

实践活动。由教师的教到学生的学，教师的口头语言是学生审美
的媒介。教师要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讲解道理、谈
心疏导，排疑解惑。学生要通过教师的口头语言，理解、接受知
识。所以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语言的审美中介作用，富有美感地
将课文世界中各种美揭示并传递给学生，恰当运用富于强烈艺术
美和诗意美的教学语言。 

首先，语言美应做到情感性和知识性的完美统一。于漪老师
曾说过“教师的语言要深于传情，语言不是无情物，情感教育的
根”。语文作品都具有以情感人的特征，或直抒胸臆，或托物言
情；或激情似火，或温婉感人。所以教学语言的感情型性要求教
师必须把感情融合在对教材内容的深入理解和认识中。如在讲授
翦伯赞的文章《一段 古的长城》时，我抓住“长城”作为文化
古城这一特点入手，带领学生寻找能够表达作者对故乡、对古文
化的情感的句子，再用富有激情的语言引导学生理解作者是如何
把古城与自己的生活、灵魂融合在一起的。使学生似乎也沉浸在
那浓浓的古文化气氛中，似乎与作者一起聆听着古城砖块下蟋蟀
的吟唱了。让学生体验到“同样的感情”，这样就扣住了学生的
心弦，引起了学生的共鸣。可见，教学语言的传情要对着教学内
容的变化而变化，使之形成与教学内容相吻合的一条情感曲线，
时高时低，波澜起伏，以此感染学生，激起学生的兴趣。 

其次，语言美应该做到绘声绘色、抑扬顿挫，许多课文都有
令人顿生如临其境之感的描绘，或浓墨重彩，或轻笔勾勒，教师
应充分利用课文的情境性特点，使抽象、概括的语言意义进一步
转化为具体生动、更富有感情特色的情景，通过朗读、描述、点
拨，引导学生进入意境。另外，教学语言应根据教学内容，合理、
有效地控制节奏，使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感受到音乐节奏般的美
感。 

二、教师的体态美 
课堂教学中传输教学信息的，除了有声语言之外，还有一种

作用于学生视觉的无声语言——体态语言，它能强化有声语言的
形象，使描述更生动形象、具体可感，从而能使学生比较愉快地
接受信息，加深理解，强化记忆。它主要包括手势、表情、目光、
服饰等，这些体态语言的恰当运用，能赋予有声语言以立体感，
使课堂更富感染力。如韩麦尔先生的“ 后一课”的成功，很大
的功劳在结尾，他呆在那，头戴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
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这个手势，这个体态语，
在此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作用。 

三、教师的板书美 
美的板书图形是精要的文字和简明线条的结合体，是一种美

的造型。它是教师充分挖掘、浓缩了课文的内容美、结构美和语
言美等多种美的因素，利用形象化的手法设计而成，通过教师这
一审美中介的提示、诱导，使审美主体的学生受到美的熏陶、感
染、产生审美的情趣，并萌发美的创造意识。例如教学《爱莲说》，
把全文主要内容设计成一朵莲花模样，直观、生动，再配以彩色
粉笔的利用和教师的讲解，把视觉美和听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课文的讲解过程成为犹如带学生看画展、观名胜、赏风景，使学
生在美的享受中领略了文章的主旨。 

四、教学手段的多样化 
教师还应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创造审美情境，引导学生进入

情境，去感悟文学作品的美。如指导学生欣赏课文插图，听课文
录音带，看与课文相配套的录像，使用多媒体课件，师生表演等
等。如教学《沁园春•雪》时，使用多媒体课件，让学生听配乐
朗诵，辅以北国雪景的画面。随着豪迈的朗诵，及壮美雪景的画
面，学生的审美心扉就会自然开启，进入到文章的情感世界，感
受到作者豪迈的胸襟了。 

总之，语文教师这个审美中介，应善于千方百计地创造“悦
目”的对象，“中听”的形象。不仅板书字迹要端正、美观，而
且内容设计也要精当、合理，再加上娓娓动听、和谐优雅的讲述，
再加上多种形式的教学表达，才能在审美教学的实践中使作为审
美主体的学生的全部生命机能渐次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他们
的官能性的浅层情绪得以跃升、质变为整个心理的深层次体验。

后达到寓教于美，寓教于乐的目的。 
在 新版的《语文教学标准》中，审美鉴赏与创造已经成为

四大核心素养之一，可以说对审美教育的重视上升到了一个历史
的新高度。响应新时代的要求，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审美教学实践
方面的深入探究，充分挖掘教材中的美的因素，以“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在不知不觉之中，净化学生的心灵，陶冶
学生的情操，使之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和审美情趣的全面发展
的优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