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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略谈语文教学中美育的渗透 
◆陈鹏华 

（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育英小学分校  363700） 

 
摘要：在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美育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它被教育工

作者提高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从情境、声音、文字三个方面阐述了

语文教学中对学生实施美育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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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载体，美育能够陶冶学生的情
操，开发学生的智力，强健学生的体魄，辅助学生道德的建立，
它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难以匹敌的。语文课程中蕴含着很多的
美育因素，在学生美育培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小学生的
美感正处于启蒙阶段，他们对于美的内涵还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
认识与深入的感知。因此，教师要将审美教育与语文教学融合起
来，巧妙设计教学内容，使学生更好地受到美的熏陶。 

一、创设适当的教学情境，让学生体会情境之美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为他们创

设适当、有趣的情境，让学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文本学习中来，产
生独特的学习体验。如学习《我们爱你啊，中国》这首诗歌时，
为了让学生体会到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与赞美，笔者就选
取了一些本地的景点和名声，利用多媒体将它们的图片和视频资
料呈现在学生面前，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随后，笔者让学生朗
读诗歌中描写山川、西湖、戈壁的片段，并请一些去过实地旅游
的学生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分享经验，使学生的朗读感受
得到深化，最终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这样，教师与学生就能够
相互交流，在讨论的过程中为课堂构建一种美的情境，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进而陶冶他们的情操。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外在形象，包括风度、表情、气质等
都是创设情境的关键因素，更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拥有着非
常强烈的感染力，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使学生受到感染。因此，
教师要不断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
最终强化学生感受美的能力。  

二、利用声音体会语文的美 
为了帮助学生感知语文之美，我们就可以让他们从朗读入

手。正如俗话所说：“三分文章七分读”，经过反复的诵读，课本
上无声的文字就能在学生声情并茂的朗读中变成有声的语言，文
章中的人物和情景都能在学生的脑海中逐渐浮现，促使学生产生
立体思维，使学生能够从不同的额角度去理解教材，感受到语文
的美。 

以孟郊的《游子吟》为例，这是一首歌颂母爱的古诗，无数
的游子在吟诵这首古诗时都难免泪湿衣襟，心灵受到强烈的震
颤。这首歌采取的是白描的手法，这是民歌最为突出的特点，它
的语言通俗易懂，读过就能让人充分体会到母亲对于子女无微不
至的关爱。于是，笔者就让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展开联想，在他
们的脑海中浮现出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坐在昏黄的灯下给即将远
行的孩子缝制着衣服。人间最为美好的感情就是母爱，即使与古
诗的作者相隔千年，但是这种对于 母爱的感受却犹如近在咫尺，
犹如一汪清泉流淌在学生的心底。学生读书声郎朗，语文之美就
这样印在了他们的心里，为他们精神的成长埋了一颗颗种子。 

三、琢磨文字，体会汉字之美 
在一篇完整的文章中，语言文字是最为基本的材料，它要么

生动，要么质朴，要么严谨，要么感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多为学生提供一些推敲、琢磨文字的机会，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去欣赏语言，体会汉字所蕴含的美。这样，一方面能够使学生受
到美的熏陶，另一方面还能不断提高学生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能
力。 

（1）对教材中较为传神的词语进行推敲。 
每一篇选入教材的文章都是经过了选编人员的字斟句酌，因

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其中的文字进行仔细的推敲，帮助学生发
现语言之美，与学生共同关注文本，品味文字的韵味，领悟文字
的内涵。 

以《鸟的天堂》一文为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么多的
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儿缝隙。那翠绿的颜色，
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
在颤动。”其中，“堆”字用的特别传神，它不仅描绘出了枝叶层
层叠叠的繁茂，还能让人体会到榕树旺盛的生命力。一个词的妙
用就能为我们构建一个不同的世界，静默的榕树也因为一个“堆”
字活了起来。这种对于文字的推敲能够让学生体会文字之美，提
高他们的文学素养。 

（2）感受教材中的优美句式 
优美的句式是语言最好的表现方式。在《桂林山水》这一课

中，句式非常优美、讲究，如山水的描写，作者就运用了排比和
比喻的手法，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读来琅琅上口，还能体现出水
的“静、清、绿”和山的“奇、秀、险”。在课堂教学中，教师
要引导学生去体会和感受这些句式，从形式上去品味语言之美，
用美的语言去熏陶他们，是热爱祖国美好山河的思想情感充斥学
生的内心。 

（3）体味文章的意境之美 
体味文章的意境能够帮助学生走入作品的深处，进而产生自

己独特的感悟。教师要结合文本的特点，引导学生走入文章的意
境之中，充分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让学生产生美的享受。 

以《登鹳雀楼》一诗为例，其中的语言鲜明生动，仔细体味，
还 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哲理，形成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的意境。尤其是其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意境
十分壮美，其中的诗意还极为高远，在苍茫壮美的画面之中，我
们能够体会到游目驰怀的诗人正在高处远望，体会生活的哲理。 

总之，小学语文教学到处充满了美的元素，教师要从内容和
形式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美育的渗透，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与
审美能力，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去感知美、理解美、
欣赏美、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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