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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如何渗透美感教育
杨　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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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能生乐，美能使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可我们的学生为什么对文质兼美、美感洋溢的语文不感兴趣呢？究其原因，

主要是我们的教师不注意发掘文章的美感因素，单纯地向学生讲枯燥乏味的字词句段篇，忽略了美对学生的吸引。苏联教育

家列节夫曾说：“语文应该让孩子们在美的空间遨游。”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在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充分实现它的

审美教育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运用正确有效的做法，充分发挥语文教材自身富有的美育效能，加强对学生的美感教育，

把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调动起来，即为当今语文教学急需探究的课题。那么，如何在语文课中进行美感教育呢？本文尝试对

该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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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在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充分实现它的审美

教育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运用正确有效的做法，充分

发挥语文教材自身富有的美育效能，加强对学生的美感教育，

把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调动起来，即为当今语文教学急需探

究的课题。在语文课中进行美感教育，要引导学生分析人物

形象，使学生深入人物内心；引领学生体会作品的布局谋篇，

感受作品的建筑形式之美；让学生根据作品的语言，充分想

象作品的意境，使其在美的欣赏中得到熏陶。

一、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和作品中的人物产生
共鸣

语文教材中的作品，无不是作者“情动于衷，不吐不快”

的力作，无不是“情”的喷涌结晶。文章中宣泄奔腾着感情

的激流，描绘塑造着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形象，给人以动感和艺术魅力的美感意蕴。教师应该把精力

集中在“情”字上，通过自身的感知、联想、想象，深入剖

析作品的人物形象，引导学生自然而然感受作者浓烈情感所

塑造的人物形象美，让学生自然而然地进入痛作者之所痛，

恨作者之所恨，爱作者之所爱的同化境界。这样学生才能把

情感移进人物的内心去，与作品中的人物一同去爱，一同去

恨，产生共鸣。正如古人所言：“披之以情，以情悟文。”茹

志鹃的《百合花》写得清新俊逸，十分动人。教学时我们应

抓住文章的细节描写，进行深入的剖析，用作品中真挚深厚

的感情打动学生。

二、引导学生领会作品的布局谋篇，感受作品的形
式美

一篇文章由许多材料组成，由字词句段连成篇章。那它

是如何构成整体，达到和谐统一、搭配相宜、生动流畅之美

感呢？领会掌握这一点，不仅对阅读有帮助，而且对写作构

思、文章的安排有借鉴作用。正如营造一座大厦，如何总体

构架，如何安排层次，如何布置装饰，形成建筑形式的新颖、

独特的美感。如果我们把握了文章组织材料的脉络、方法，

那么会有“涉足斯文也，则有心旷神怡，其喜洋洋者矣”的

感觉。让学生在阅读、欣赏作品时，借助文章分析的各种方

法把本来繁杂的材料化为富有建筑美感的形式作分析领会。

如学习臧克家的《有的人》一诗，作者用鲁迅和反动剥削阶

级作对比：在对人民的态度上，前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后者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在对人生的目的上，前者活着

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奋斗，后者是利己主义；在最终结果方

面，前者是流芳百世，名垂千古，而后者是遗臭万年。通过

多层次的正反对比上的相宜搭配，抑扬褒贬的感情色彩的修

饰成了“鲁迅先生崇高伟大精神的大厦”。这就显示了其建筑

形式的美。诸如此类所讲的文学形式的建筑美，能给人以形

式与内容完美的统一。

三、引导学生在作品语言中欣赏美

我们知道，作为教材的文学作品的艺术之美，不是露天

的珍珠，伸手可以摸得着；也不是碧代的银星，抬头可以看

得见。它往往隐藏在艺术形象所给人留下的深广、多层的审

美空间里和生动逼真的意境中。因此应开辟学生审美想象的

通道，即通过作者用来描写艺术形象的语言启发学生展开审

美想象，使学生在美的欣赏、想象中得到熏陶。如教学《荷

塘月色》，我们可以通过作者描绘荷叶、荷花等形象的优美语

言来启发学生展开审美想象。如“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

舞女的裙”，可引导学生先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想象，用

语言去描述“出污泥而不染”的荷叶的轮廓，再联想舞蹈演

员身着芭蕾短裙亭亭玉立的倩影、翩翩起舞的视觉形象，从

而体味出荷叶轻盈舒展、挺拔直立的秀姿之美。再如学习作

者用歌声比喻香的形象描绘一段，可引导学生先用嗅觉感知

已体验过的荷花的清香，然后再想象那种飘忽不定、隐约轻

微、时断时续的荷香之美。借助美的语言外壳和想象使学生

流连忘返于荷塘月色的诗情画意之中，感受到景语中的情语，

进而领悟这优美的意境中所寄托的作者不满当时的黑暗现实，

追求自由、光明的人生理想，使学生的心灵在美的享受中得

到熏陶。

总之，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语

文教学也不例外，初中语文教师要真正做到“传道有术、授

业有方、解惑有法”，课堂教学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从而尽可能充分提高

课堂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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