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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评论·特设专栏： 语文美育 （之五） 】

语文美育学科的创新

郑　 昀， 徐林祥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 以往的语文美育研究在理论的引入上多少带有主观随意性， 在实践的操作上大多未能

全方位关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学习的内容。 当前语文美育学科的创新特别要关注三个方面。 第一， 真

正将语文美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 注重语文美育学自身的特点， 尝试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下， 建构本学科的理论基础。 第二， 完善对以往美育目的和任务的表述， 重新概括语文美育的目的和

任务。 第三， 从语文美育学的视角出发， 全面考察语文美育学科诸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审美主体、 审

美对象、 审美活动、 审美环境、 教师的审美修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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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文美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笔者通过审视以往的语文美育研究， 发现其

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存在有待改进、 拓展的空间。
第一， 以往的语文美育研究在理论的引入上

多少带有主观随意性。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语文美育理论研究

中， 学界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美学理论的重视。
尽管美学理论对语文教材中的文本， 尤其是对文

学文本之美的发掘的确有指导作用， 但在对文本

进行深入解读时， 只从理论出发而不从文本实际

出发， 忽视西方美学理论与语文教材中经典文本

之间的隔膜， 极易造成分析流于空洞的赞美， 难

以发掘丰富的、 复杂的语文美。 比如， 有研究者

引入西方美学强调艺术营构整体性的 “完形” 理

论， 对朱自清散文 《背影》 的艺术魅力进行分

析， 认为分析应当遵循从整体到部分， 再从部分

到整体的美学原则。 该研究者分析道： “首先从

整体上了解这篇散文意境构成的主体形象， 把握

意境营构的轮廓， 感受作者倾注的由衷诗情的基

调， 也就是要明确本文是以追忆父亲、 抒写父亲、
表现 ‘父爱’ 为主题的。 作者抓住父亲一个特定

的 ‘背影’ 形象， 作为创造意境的构图中心， 凭

借其营构， 布设全文意境的轮廓， 显露抒情的微

波洪涛， 表达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 在随后

的分析中， 该研究者又从整体到部分， 按线性时

间顺序将文章分为四个层次， 逐一对文本进行概

述， 最后总结道： “作者布设的 ‘背影’ 这个意

境营构的主体形象， 就像一块礁石， 感情浪花的

每一次撞击， 都产生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的波纹，
显示着感情旋转向前、 变化腾挪的流程， 诗意浓

烈地画出抒情的波澜， 强化了整个意境的感染

力。” ［１］２１１实际上， 对于散文这一特定文体而言，
如果研究者仅仅从结构层面进行整体和部分的区

分， 那么距离真正的艺术奥秘尚有距离。 此外，
散文的审美规范与诗歌所具有的诗意、 意境、 抒

情等特征也应当有所区别。 这些问题的产生， 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