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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语文审美教学的研究
方　英

新沂市高流中学　221400

摘　要：语文学科历来是弘扬真善美的教育主阵地，通过这一学科的有效学习能够感化学生的心灵，让学生逐渐培育出自己

的审美标准，善于对事物进行审美鉴赏，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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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教育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

进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

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审美教育强调结合自然、

生活以及精神中一切美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美化学生的心

灵、行为、语言和体态，使之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一、注重因材施教，激发审美情趣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材作为学生日常使用的重要

读本，在阅读教学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高

中语文教材为了适应这一教学要求，已经在教材难度和广度

的编排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如今呈现在学生眼前的语文教

材不仅有翔实优美的内容，而且在题材的选用上也做到了丰

富多样，高度符合现今学生认知特点与审美标准。俗话说：

“十年树木，百年育人。”教育工作需要长期潜心浇灌，重视

熏陶与感化，不能急于求成。教育工作者应该怀有静待花开

的耐性与坚持。另外，学生在接受知识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差

异，教师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教学方式，做到因材施教。根

据不同学生的兴趣特点，以其所喜爱的形式进行教育，这样

将会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使其迸发出强有力的

学习动力。比如，教师在进行鲁迅的《祝福》这一篇文章的

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通过鲁迅的其他作品入手，全面了解

作者的生平。这样对学生理解本篇文章的主旨益处良多，会

让学生快速准确地捕捉到作者的情感，也会使学生产生极大

的学习兴趣，迸发出强烈的学习欲望。审美过程是一种感性

与理性相结合的过程，需要运用感性的态度对事物进行理性

的判断，这样才能使审美情趣变得准确全面。中学生使用的

语文教材中，所选用的课文不乏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也有对

人间冷暖的描写。在这些种类繁多的课文题材中，作者都试

图通过最大的努力去勾勒出一定的美学价值。因此，就需要

学生用审美的眼光去发现美。学生在品读课文的过程中能享

受一定的审美乐趣，极大地丰富了学习体验，进一步启迪了

思维与智慧。这一过程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兴趣，培育了学生

的审美能力，为语文核心素养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引发阅读想象，丰富审美体验

为达成审美教育的目标，教师应敢于打破传统教学模式，

打造富有活力的、开放的语文课堂，将审美意识渗透其中，

引领学生关注美，感受美，塑造审美人格。教师应当认识到，

审美人格的形成应当与高中生审美情感发展规律相符。对此，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遵循这一规律，借用形象

化的物象激活学生思维，使其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以提高

语文课堂的审美教育效果。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课文《雷

雨》时，通过一定的氛围营造激活学生想象，引领他们进行

审美性学习。课堂伊始，教师便以故事形式简单给学生交代

了时代背景。接着给学生播放课文的朗读录音，帮助学生快

速进入作者创作的理想境界之中。当学生听完朗读录音后，

教师开始引导学生关注文本细节，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在脑

海中构造文本画面，借用想象中的画面理解文本，完成审美

性学习。又如，教师在教学《雨霖铃》时，引导学生关注其

中的意象，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的想象将文本中的意象转变为

直观形象的图画。

三、引导诵读感知，奠定审美基础

语文教学中，朗读环节占据着半壁江山，朗读对学生的

情感认知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教师应该保证朗读在

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调节好朗读在教学环节中的比重，

引导学生去积极地朗读，有感情地朗读，让文章情感在学生

的朗读中得到完美展现，也使学生逐渐培养出一定的语言感

知能力，对日后审美能力的养成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在

进行《蜀道难》的教学时，可根据文章的特征和学生的特点，

对文章的朗诵任务进行合理分配。要求学生先各自有感情地

朗诵全文，仔细感知和揣摩作者的情感，初步掌握作者在行

文过程中的支撑点。然后引导学生概括作者的思想情感。最

终通过对文章的深入理解，提炼出作者准确的情感支撑。这

种以朗读为主线的教学过程，大大降低了学生对文章精准理

解的难度，使学生更容易品味出作者笔端流露的细腻情感，

而且还会使学生对于特定情感琢磨出相应的朗读语调，让朗

读与作者情感同频共振。在教学《登高》时，可以对学生提

出相应的朗读标准，同样也让学生通过朗读去捕捉作者的情

感，去认真体会作者笔下勾勒出的美感，以此提高学生的审

美能力。

四、创设语言情境，促进审美理解

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单单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字美，更要能

够留给读者联想与想象的空间，让读者能够获得深入的审美

体验。在高二语文教学中渗透审美教育，可以从情境创设着

手，引领学生积极发散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在发现美、欣

赏美的同时，不断深化对美的认识与理解。一般来说，教师

会使用以下几种常见的教学情境渗透审美教学。第一种，语

言情境。教师提问和学生交流，引领学生在了解文本信息的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思维，结合一定的想象在脑海中构建与文

本内容相适应的画面与场景，进而实现对美的感知与理解。

第二种，影像情境。教师可以借助信息化教学道具，通过图

片、声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创设影像情境，为学生提供一

个高仿真、更有立体感的学习情境，引领学生更好地进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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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情境之中，结合自身的情感体会去感知和理解文本内容的

美。第三种，现实情境。教师通常会基于文本中的部分要素，

使用生活资源或实物教具为学生创设现实情境，进而使学生

建立起文本与现实的联系，借助现实事物品味文本的美感。

五、总结

总而言之，教师应该顺应新课标教育改革对语文教学的

新要求，在教学手段上适时地做出相应的改变，让学生在高

效的学习中逐渐培养出一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从而最

大程度地推动学生语文学科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形成。教师应

重视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审美教育，让审美教育净化学生心灵，

陶冶学生性情，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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