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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体验美感是语文课堂通向审美情趣的深处 
◆杨李昌 

（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后淡小学  525441） 

 
摘要：我们的语文课堂应该是一个孕育着美、生成美、通向美的深处的

场所。我们通过语文课堂可以培养学生美好的心灵与健康的审美情趣。

健康的审美情趣不仅影响学生个体人生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幸福，也直

接关系到社会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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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标提出的一个目标是“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发展
个性，培养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
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美感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美的体验，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对美
的事物的主观感知、欣赏和评价。只有准确地认识、鉴别生活中
美的事物，才能逐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审美理想，培养美好
的心灵和崇高的审美情操。语文教材中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生
动地反映了自然美、生活美、社会美、精神美和语言美，为美感
教育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和发挥这
一特点，通过对课文的阅读、欣赏、评析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首先，要通过对人物语言的理解来感知作品中人物的形象
美。李吉林老师在《美的彼岸》中谈道“通过美的形式、美的内
容、美的语言，让美去占领儿童的心灵”，“以美为突破口”，让
“教学的文化内涵得到顺乎自然的体现”。我在教学《将相和》
一文，要领悟蔺相如、廉颇的性格特点，可抓住以下几段描写他
们言行和神态的句子来阅读、欣赏、评析、领悟人物品质的美。 

1、当蔺相如发现秦王完全没有诚意拿城换璧，借故把璧要
了回来之后，他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学生回答后，用课件出示
画面及描写对应内容的一段话，我和学生来一场美的邂逅。让学
生读出“捧”、“退”、“靠”、“站”、“举”、“撞”等动作描写的词
语，引导学生品读可歌可舞的文字意境美；接着理解“理直气壮”
一词，启发学生根据词意，很有气势地品读出蔺相如“理直气壮”
说的两句话，从而领悟他的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爱国主义情操。 

2、当秦王在渑池会上当众侮辱赵王后，蔺相如是如何针锋
相对的？学生回答后，课件出示这段话，并引导学生划出“生气
极了”、“再要求”、“跟您拼了”等描写神态动作的词语，并入情
入境品读，在品读中领悟蔺相如为维护赵国尊严，把个人生死置
之度外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让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情怀的熏陶。 

3、蔺相如对廉颇处处避让，手下人愤愤不平，他如何向手
下人解释的？学生回答后，课件出示这段话，要求学生划出反问
句和中心句（感叹句）。让学生带着强烈感情来品读这段话，从
而领悟蔺相如的识大体、顾大局的高尚情操。 

4、当蔺相如说的话传到廉颇耳朵中，廉颇是怎样想，怎样
做的？学生回答后，引导他们品读、欣赏、评析，廉颇知错就改
的高尚情操。 

其次，教师应把握住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理想、情感，让
学生产生共鸣，形成美感，从而受到教育。在教学《可爱的草塘》
一课，我注意创设情景，通过直观的形象、浓烈的情绪氛围，把
文章负载的作者的情感真切地传送给学生，变为学生的美感体
验，引起他们欢欣、兴奋、激动的情绪，促使他们进入美的情景
之中，在喜悦、积极的情感中体验美感。 

1、视听结合，再现情景，悟神入境，感受自然美。 
作者从“真景物”的“外物美”，连同自己的“内修美”，精

神与物象交融，作品在字里行间升腾出美的意境，美的情感。李
吉林老师说，我们的课堂应该以“美”作为培养儿童创新精神的
土壤，审美的愉悦使学生的想象、联想在无限自在的心理世界中
积极展开，潜在的创新种子就很容易在这宜人的审美场中萌动、
发芽。为了帮助学生进入情境，感受草塘的美，我采用了听朗读，

看彩图，视听结合的方法。课前，我准备了五幅课件彩图：第一
幅是茫茫草海，一浪推一浪的活动片；第二幅是开春时小河里鱼
群游来游去，小女孩在舀鱼的活动片；第三幅是在大雪中打狍子
和捉野鸡的图片，第四幅是水泡子里鱼群密密麻麻，“我”在逮
鱼的活动片；第五幅是蓝天、白云、蒲草、芦苇倒映在小河里的
图片。上课时让学生边听朗读边音画同步，音形结合地再现北大
荒的美景，使学生所看到的与所听到的建立直接的联系，进而悦
目、悦耳、悦心，体验北大荒的美，激起他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
之情。 

2、品文析句，凭借情景，赏景悟情，体验语言美。 
《可爱的草塘》一文语言生动，文笔明丽，运用了比喻、排

比、夸张、拟人等多种手法。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北大荒的赞
美、热爱之情。描写草塘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如大海，如浪花，
如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在欢笑翻滚的美景，表达了作者当时禁不
住的激动、欢笑的情思；又如写小河，作者用了排比手法，使蓝
天、白云、绿草、清水如诗如画，再现读者眼前，实质吐露了作
者被陶醉的愉悦、留恋的心声，都为了抒发作者对北大荒的眷恋
情怀。教学中设计品文析句的环节，能使学生在品读中赏景悟情，
很好地理解课文，把握作者的感情，和作者产生情感美的共鸣，
从而受到美感教育。因此，在教“茫茫草海”、“小河美景”时，
我让学生品词品句、比词比句、议词议句，悟出语言文字的“味
道”及其在表达上的准确性、生动性、鲜明性，体会语言文字表
达的美。 

3、美读课文，回味情景，深化美感。 
教学中，我以读为主，指导学生用真切的情感、欣赏性美读

回味情景，体验美感，更深更透地理解作者的情感，并与之产生
共鸣。朗读形式与式样有：个别读、分角色读、引读、自由读、
小组读等，引导学生怀着对北大荒的赞美、热爱之情，融情于声，
用抒情、轻快、惊讶、赞叹、自豪等不同的语调来朗读。朗读时
要求学生一边读一边想象，让课文叙述的内容在脑子里形成了流
动的画面，寄赞美之情、爱恋之心在美词美句中，从而达到体验
美、愉悦身心的境界。 

第三，在教学中遇到文学作品中有准确说明性、议论性语言
时，我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体验、体会，脑海里呈现相应的概念、
判断，从而培养学生体会作品中所表达的美。《我的伯父鲁迅先
生》一文，结尾是“的确，伯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自己想
得少，为别人想得多。”教学这一课，我在学生充分理解课文内
容，感知作品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
来谈体会，从而培育、塑造学生关心他人、关爱他人、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美好心灵和崇高情操，进而培养他们体会作品中所
表达的人性美。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的语文课堂应该是一个孕育着美、生成美、

通向美的深处的场所，从表意走向深沉，从课内走向课外……从
而培养学生美好的心灵与健康的审美情趣。健康的审美情趣不仅
影响学生个体人生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幸福，也直接关系到社会
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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