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　 总第 ３７期

３２　　　

【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论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意识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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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常德　 ４１５０００）

【摘　 要】 审美教育是语文教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审美教育的实施首先要破除语文教学实践

中各种根深蒂固的认知障碍， 从理论高度确立审美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位置。 其次要加强专业知

识的学习与积累，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审美教育的实施策略， 增强审美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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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审美教育， “是关于审美与创造美的教

育。 它同德育、 智育、 体育相互并列， 相互联系，
相互 作 用， 相 互 渗 透， 构 成 教 育 的 统 一 整

体。” ［１］１１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审美教育被认为是

音乐、 美术等课程的事情， 与语文关系不大。 随

着教育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

育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些著名学者、 教

育专家以及一线教师都提出语文教学要加强审美

教育的意见， 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 强化语文审

美教育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在国家强调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今天， 语文

课程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增加了古代优秀作品

的数量。 要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实施审美教育， 一

要破除语文教学实践中各种根深蒂固的认知障碍，
从理论高度确立审美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

位； 二是要倡导一线教师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与

积累，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审美教育的实施策略，
增强审美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破除认知障碍， 提高审美教育意识
审美教育在语文教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

阻碍是认知障碍。 要改变目前语文教学中的审美

教育现状， 首先要破除以往语文教学中的某些习

惯性认知障碍， 从理论高度明确审美教育是语文

教学的重要任务， 形成比较自觉的审美教育意识。
１ 破除语文教学中的习惯性认知障碍

在考试这根指挥棒的约束下， 语文教学一直

习惯性地将学生的读写训练视为第一位， 而将审

美教育搁置， 甚至被排斥在语文教学之外。 无论

是中学教师的示范课， 还是师范生的实习课， 语

文教学大多以课文字词、 篇章结构、 段落大意、
主题思想、 写作特点等为中心展开， 侧重知识的

积累与传授， 很少有教师会在审美教育上花时间。
语文教学并不只是承担提高读写能力的任务，

作为基础教育中的主干课程， 语文教学还承担着

情感、 态度、 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任务， 且这一理

念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作为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内

容下达到各级学校。 所谓情感、 态度、 价值观教

育， 就是要培养学生在面对国家、 学校、 家庭以

及个人等方面的事务时， 能有科学的审美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 在某种程度而言， 这就是一种审

美教育。 教师必须破除旧思想， 认识到语文教学

的审美教育与读写训练并不冲突。 科学的审美教

育可以使学生的感知、 情感、 想象等心理机能处

于活跃的状态， 利于语文能力的快速提高。 教学

实践证明， 审美能力较强的学生， 读写能力也较

强； 审美能力较弱的学生， 测试成绩一般也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