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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如何渗透审美教育

潘 乐
济南市纬二路小学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小学语文教学在基础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学生的整体成长影响深远。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审美教

育在小学语文中越来越受重视。但现实中，审美教育的实施状况并不理想。本文聚焦于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探索其理论与实践。通过深入分析，我们期望为小学语文的审美教育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

鉴赏力和语文素养，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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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审美教育是新时期课程教学的重要要求，本

文阐述了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理念，重点分析了当前小

学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的现状，包括师生主客体地位颠

倒、教师美学素养参差不齐、教学方式与内容存在偏差

等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的审美教

育内容，包括语言美、形象美、情感美、意境美和创造

美的审美教育。通过这些分析，文章强调了审美教育在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教育方法和

建议，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小学语文的教学基本理念

小学语文的教学基本理念，深深地植根于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育观念，全心全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而筹划与

努力。这一理念的核心在于认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

无二的个体，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学习方式、速度和兴

趣点。正因为这样的认识，小学语文教学不再仅仅局限

于传统的知识灌输，而是致力于点燃孩子们内心深处对

知识的渴望和热爱。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只是简单地

传授语文知识，而是着重培养孩子们的主动学习和自主

探索精神。识字、读书、写作固然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基

础任务，但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引导孩子们深入阅读和

解析各类文学作品，培育他们的审美能力、批判性思维

以及创新能力[1]。例如，当孩子们读到一篇寓言故事时，

教师不仅会讲解故事的内容，还会引导孩子们思考故事

背后的深层含义，从而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教师鼓励

孩子们将所学的语文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

实践活动如观察、采访、写作等，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

中感受到语文的魅力和实用性。这种实践性的教学方

式，不仅能够加深孩子们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还能增

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此外，小学语文教学还强调

跨学科性。教师会巧妙地将语文课程与其他学科内容相

结合，如在学习古诗词时融入历史和音乐元素。

2��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现状

2.1  师生主客体地位颠倒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主客体地位的颠倒

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一些教师在推进审美教育时，不自

觉地将自身的审美观念和情趣强加给学生，从而忽略

了学生在审美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种教学方式无形中

拉大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认知差距，使得审美教育难以

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例如，在阅读教学中，部分教师

习惯性地为学生挑选阅读材料，而非引导学生根据自身

兴趣和阅读能力去自主选择。这种“越俎代庖”的做

法，不仅剥夺了学生主动探索美的机会，还可能让他们

在阅读中失去自我，难以真正体会到文字背后的美感和

深意。长此以往，学生的审美能力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

升，甚至可能对语文学习产生厌倦和抵触情绪。更为严

重的是，这种主客体颠倒的教学方式还可能影响学生的全

面发展。在审美教育被边缘化的同时，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批判精神也可能受到抑制。他们习惯于被动接受，而缺乏

主动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这无疑与当代教育培养具有

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目标背道而驰。

2.2  教师美学素养参差不齐
教师的美学素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据至关重要的

地位，它深刻反映了教师的个人素质，并直接关系到审

美教育能否得以有效推进。在教学一线，我们常常可以

遇到一些在教学经验和语文知识方面相当出色的教师。

他们对于课文的解读、对于知识点的传授都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和方法。但当我们深入到美学层面，这些教师可

能就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往往只能

触及到文字的表面，而无法带领学生深入探索文本背后

的美学意蕴和丰富情感。更为关键的是，当这些美学素

养相对欠缺的教师与学生进行互动时，他们可能难以运

用富有美感的语言来触动学生的心灵，激发他们的审美



教育理论与应用·2024� 第6卷�第1期

145

情感。美学素养的缺失，使得这些教师在传递知识的同

时，无形中也可能错失了培育学生审美情趣和能力的良

机。再者，一个教师的外在形象，包括仪表和举止，都

是其美学素养的直观体现。一个注意自己形象的教师，

会自然地为学生树立一个积极向上的审美典范。但令人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教师都能认识到这一点。有些教

师的言行可能并不符合美学标准，有时甚至会给学生带

来不良的审美引导。

2.3  教学方式与内容存在偏差
教学方式与内容存在偏差，这确实是当前小学语文

教学中审美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偏差并非

偶然，其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首要原因在于一

些教师对审美教育的目标和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审美

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欣赏美，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审

美能力和创造力。然而，部分教师可能将审美教育简化

为表面的吸引和娱乐，过于依赖形式而忽视了教育的实

质。他们可能误以为通过炫目的多媒体效果、动感的音

效等手段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学生可能只是被表

面的形式所吸引，而没有真正深入理解和感受到文学作

品中的深层审美元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在选择教

学内容时，更多地是从自身角度出发，而未充分考虑学

生的实际需求和兴趣。教师可能依据自己的理解和喜好

来安排教学内容，从而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独特

的审美需求。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虽然能够

体现教师的个性和风格，但却可能导致教学内容与学生

的实际情况脱节，使得学生在学习中难以获得真正的审

美体验和感受。

3��小学语文教学渗透的审美教育分析

3.1  语言美审美教育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文章，每一篇都是经过精心挑选

的文学佳作，它们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语言

美。这种语言美，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表面，更隐藏在

字里行间，等待着学生去细细品味。教师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引导学生感受这种语言美。朗读，是一种非常有

效的方法。在朗读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听到语言的韵

律和节奏，还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和意境。例如，

在朗读诗歌时，教师可以通过抑扬顿挫的语调，让学生

感受到诗歌的韵律之美；在朗读散文时，教师可以通过

轻柔或激昂的语气，让学生体会到作者的情感变化。此

外，背诵也是培养学生语言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2]。通过

背诵，学生可以将优美的语言内化为自己的语言，从而

在写作和口语表达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语言美。除了朗

读和背诵，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课文中的修辞

手法、句式结构等，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语言的艺术

性和表现力。例如，在学习比喻句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找出课文中的比喻句，并引导他们分析这些比喻句是如

何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

3.2  形象美审美教育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形象美审美教育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无论是人物、事物还是

景象，都蕴含着丰富的美的元素，等待着学生去发掘和

欣赏。教师可以通过生动的描绘，将文学作品中的形象

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例如，在教授描写人物的

课文时，教师可以通过细腻入微的笔触，勾勒出人物的

外貌特征、动作举止以及语言表达，使学生仿佛能够亲

眼目睹这个人物，感受其独特的魅力和个性。这样的描

绘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对人物的深刻印象，还能够激

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一步加深对人物形象的理

解和感知。这样的讲解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认

识人物形象，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人文关怀，提

升他们的审美境界和情感素养。为了让学生更加直观地

感受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美，教师还可以积极运用多媒体

等现代教学手段。通过展示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图片、视

频等多媒体资源，教师可以将抽象的文字描述转化为具

体可感的视觉形象，从而增强学生的审美体验和学习兴

趣。例如，在学习描写自然景观的课文时，教师可以利

用精美的图片或震撼的视频，展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和

独特风貌，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般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与

神奇。

3.3  情感美审美教育
情感美，作为文学作品的深层魅力，是连接作者与

读者心灵的桥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美的审美教

育显得尤为关键，它不仅能够引领学生走入文本的深层

世界，更能够陶冶他们的情操，培养他们的同理心与人

文关怀。教师可以通过声情并茂的讲解，将文学作品中

的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讲解过程中，教师不仅

要注重文字的解读，更要结合自身的情感体验，用真挚

的情感去感染学生，引导他们深入探索作品中的情感内

涵[3]。例如，在解读一首充满思念之情的古诗时，教师可

以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感受，激发学生对思念之

情的共鸣，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在

讨论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允许他们有不同

的情感体验和解读，从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

能力。此外，创设与文学作品相关的情境也是情感美审

美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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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置身于作品所描绘的世界中，亲身体验人物的

情感变化，从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情感美的魅力。这种

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让他们

在亲身体验中学会理解和表达情感，提升他们的情感素

养和人文关怀。

3.4  意境美审美教育
意境美是文学作品所特有的一种美学境界，它通过

形象的语言描绘，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和情感空间，

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超越文字本身的美的

体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仔细

品味作品中的语言，来感受其中的意境美。例如，在教

授一篇描写自然风光的课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闭上眼

睛，一边听教师朗读课文，一边在脑海中想象课文所描

绘的画面。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

感受到作品中所营造的意境美，从而提升他们的审美感

受力。同时，教师还可以借助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

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意境美。比如，在教授一

首古诗时，教师可以选取一首与古诗意境相符的音乐作

为背景音乐，让学生在音乐的烘托下更好地感受古诗中

的意境美。或者，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根据文学作品的

内容进行绘画创作，让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深入体会作

品中的意境美。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审

美体验，还能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3.5  创造美审美教育
创造美审美教育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它

旨在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审美实

践能力。这一教育过程不仅关注学生的审美感知和欣赏

能力，更强调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美的能力。首先，教师

可以通过组织写作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写作教

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捕捉生活中的美好

瞬间，鼓励他们用文字描绘出心中的美景和情感。通过

写作，学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内心的美感转化

为具体的文字作品，从而培养他们的创造美能力。其次，

绘画活动也是创造美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教师可以提

供绘画材料，指导学生观察并描绘自然界中的风景、人

物等，或者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创作绘画作品[4]。通过

绘画，学生可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展现自己的创造

力，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加深对美的理解和感悟。此外，

表演活动也是创造美审美教育的有效方式。教师可以组

织学生进行课本剧、小品等表演活动，让学生在表演中

体验角色、表达情感。通过表演，学生可以将自己对文

学作品中美的理解通过艺术形式展现出来，同时也能够

提升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创造力。

结语：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

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而审美教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通过分析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的现状，我

们可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策略。通过语

言美、形象美、情感美、意境美和创造美的审美教育渗

透，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创

新思维和人文素养。因此，教师应不断更新教育观念，

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积极探索和实践审美教育的新方

法、新模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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