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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30日，“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于漪为知名语文高级教师熊芳芳新书《语文审美教

育 12讲》题词：“语文课堂才、思、情、趣和谐统一，学生

置身于春风化雨之中，怡情养性，储善求真，享受成长

的快乐，镌刻下终生难忘的芬芳记忆！ ”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的一席话，道出了语文审美教育的真谛。 诚然，中
学语文教学应该与审美教育相伴始终， 渗透到教学各

环节，引导学生感受社会生活之美、影视艺术之美、日
常生活之美……尤为至关重要的是， 最终我们要引导

学生由审美走向创造。
一、以现实为基，融入社会生活之美

美育教育着眼于全面培养人的审美视野、 人格胸

襟和艺术情趣，发展人的审美直觉、艺术想象力和审美

创造力。 社会化审美是语文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关

键领域。 中学阶段，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
教师要善于通过巧妙引入社会生活中的“源头活水”，
打破学校、社会、学生之间的壁垒阻隔实现无缝对接，
引领学生融入生活、感受社会、领悟人生，培育学生科

学人文素养，锤炼学生崇高价值涵养。 譬如，当下较为

火爆的“美食网红”（美食主播、吃播博主）泡泡龙、恩
克、半吨先生、胖猴仔、陈大胖等，均堪称“大胃王”。 他

们长期毫无节制的暴饮暴食行为， 毫不顾忌自身健康

大把捞金的做法。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积极投身社会公

益事业、喊出响亮公益口号“让爱回家，温暖咱爸咱妈”
的陕北二后生、“日行一善， 大伙帮我点点赞” 的小京

哥，他们开着爱心餐车走村串乡，免费为广大农村留守

老人、空巢老人烹饪美食，以特有的慈善义举为大家送

上满满的爱与祝福， 弘扬时代主旋律， 传播社会正能

量。 教师把两类群体个人表现与社会表现纳入课堂教

学素材，拓宽课堂教学维度，深化课堂教学经度，打通

学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实现零距

离接触，进而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对比辨识，培养健

康科学的饮食观念，倡导敬老爱老的慈善理念，树立科

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开辟学生更为广阔厚重

的认知领域与思索空间。
二、以评鉴为先，漫入影视艺术之美

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

育的指导意见》指出：优秀影片具有生动、形象、感染力

强等显著特点，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价值。
利用优秀影片开展中小学生影视教育， 是加强中小学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需要， 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 是丰富中小学育人手段的

重要举措。 影视艺术审美，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 影视欣赏进入语文课堂教学领域并非标

新立异，甚至不是他山之石。 优秀的影视作品能以其得

天独厚的优势，带给学生强烈而丰富的审美体验，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认知力、感受力、体悟力，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1]。 首要是遴选优秀影视作品。 确保甄选出的影

视作品具有时代精神、文化内涵、审美价值，适时适度

精准切合学生心理特征和发展需求， 助力建构学生的

审美心理，促进情感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启发学生认

知自我、认知人类、认知世界、认知生命，为学生的素质

教育奠基。 如《可可西里》《肖申克的救赎》《放牛班的春

天》等。 其次是开展影视作品评论。 所谓的影视评论就

是电影或电视剧的观看者， 在观看完电影电视剧节目

以后的所感所想以文字语言、语录等形式表现出来，发
表的一种评论、看法、见解等。 如《人民的名义》《破冰行

动》《战狼》《红海行动》《建军大业》《八佰》《金刚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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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学语文审美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是深化素质教育的有力抓手，是构建三全

育人格局的关键环节。 教师要通过“以现实为基，融入社会生活之美；以评鉴为先，漫入影视艺术之美；以体验为

本，深入日常生活之美；以创造为魂，进入习作拓展之美”等多种途径，全面提升学生感受美、认知美、体会美、领悟

美、鉴赏美、创造美的水平，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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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鲜明、 思想厚重的影视作品， 通过影视评论等方

式，养成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提高学生审美

和人文素养，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等。 如学生对吴

京主演的电影《战狼》所作出的影视评论：《战狼》是一

部充满主旋律的佳片，更是一曲震撼灵魂的人性赞歌。
影片成功塑造了有血性、敢担当的当代军人群像，表现

了中国军人宁死不屈的热血狼性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

概，点燃了无数国人的爱国热情。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

诛”，这句带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口

号， 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归属感和作为中华儿女的自

豪感，也向外界传递了中国越来越自信的信号。
三、以体验为本，深入日常生活之美

语文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引导生命向善、求真、审
美，从情感的熏陶走向灵魂的洗礼，这才是语文教育者

要努力抵达的彼岸与远方[2]。 俗话说：“大自然是最好的

教材。 ”大自然、生活，都是绝好的教材。生活即是语文，
语文即是生活，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现

实中时处处都有美的存在与显现， 关键在于教师要引

导和启发学生去发现、去玩味、去体会、去领悟、去思

索。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学习的内容与学生熟悉的

生活背景越接近， 学生自觉接纳知识的能力就越强。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教师要善于

引导学生联系现实生活，开放语文学习的精神空间，让
学生触摸鲜活的亲切可感的生活化语文， 感受语文的

生命脉动，指导学生在现实世界的生活日常中感受美、
判断美、创造美，让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审美教育，促
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发展。 诸如，教师布置作业给学

生———“去寻找形形色色店铺的名称之美”。 有位学生

看到一家名为“罗老大美容院”店铺时，学生认为，店名

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 首先是店铺的主人可能在家中

排行老大，因而以此为名，这样的店名不仅给人以亲切

之感，而且便于记忆，读起来朗朗上口；其次是店名霸

气外露，展现商家争做行业领袖和翘楚的雄心壮志。 在

教师布置的交通劝导文明用语撰写，有学生这样写道：
“近光、远光，都是交通之光、文明之光，两者之间的交

替，是现代道德和时代素质的轮回。 ”针对社会中的诸

多不文明现象， 教师要求学生通过撰写宣传标语的形

式进行劝导，有学生写道：“你冲我冲，用厕文明你好我

好。 ”“毕恭必净，净上境美。 ”“斑马线，一座城市普通的

标识；礼让斑马线，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正是教师这

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作业设计，适时激发启迪学生

学会发现本真生活的美，享受生命中的一切美好，日常

生活中的审美就会成为可能、转化为现实，让语文课堂

焕发生活之美。
四、以创造为魂，进入习作拓展之美

著名作家白先勇曾说：“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心灵

的投射、一个根源。 如果没有屈原、杜甫、曹雪芹，我们

这个民族将多么苍白；如果没有福克纳的小说，美国的

精神文化就缺了一个大角；英国少了莎士比亚，简直不

可思议。 ”师生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徜徉之余，更为重

要的教学使命在于， 尽最大可能实现作家经典文本与

学生习作创造的过渡与衔接， 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意义

和思想可以通过不同读者的个性解读而不断生成，促
使文本实现新的生命增长极， 延续并焕发出新的生机

活力。 苏霍姆林斯基讲：“人的内心有种根深蒂固的需

要———总感觉到自己是发现、研究、探索者。 ”教师要最

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 促使学习者感悟文章

题外之意，开掘文本深层内涵，还原学生生命体悟，丰
赡读者人文情怀，使读者获取自我精神的充实感，丰富

自身的审美体验，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 如，教师在教

授《论雷峰塔的倒掉》后，安排学生进行诗歌创造，鼓励

学生亮出心灵的鲜活与坦荡， 用审美的心态去关照自

身的小世界和身外的大世界。 有学生现场创造诗

歌———《距离》：“从断桥到雷峰塔，是白素贞的一生；从
雷峰塔到断桥，是法海的一生。 他们都绕着西湖，寻找

自己的前身与来世，在画各自的圆。 ”这样一种新颖别

致的方式、简明扼要的语言、哲学思辨的表达，实现了

文本内容的新阐发新解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教师

就是要通过文本解读和习作练习， 促进学生与文本进

行对话而达到“情投意合”，让思维火花烛照学生心灵

世界。 中学语文审美教育，不是培养某种教育的适应者

和因袭者， 而是培养具有创造性个性化思维的独立人

格，达到知能并重、情理相融，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成为“美”的化身。
周国平说：“无论做什么事情， 一定让自己的精神

和灵魂在场。 ”教育真正的价值是一种启蒙，一种唤醒，
一种打开，一种点燃，一种开悟，一种得道……中学语

文的审美教育，就是要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
三全育人”的理念，使教育真正成为文明薪火传承的灯

塔，正如一句话所言：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走着走着春

天就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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