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培养学生的审美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而
古诗词中的景色以及意境都是审美教育最好的素材，因此应
抓住语文中古诗词的教育，促进审美教育的开展。本文以苏轼
的词为例，研究如何将审美教育与语文教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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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意义及要求

现在，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已经列入语文课程标准之中，
希望通过提高学生审美情趣达到令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目的。古诗词以及现代文学中的佳作均能将艺术、自然以及社

会中的不同的美融合起来，利用文字将美表达出来，并在其中

注入作者的思想以及对待人生以及世界的态度， 这对学生树

立正确的三观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审美

能力，进而激发其创新能力。
在语文教学中， 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应达到以下几个

要求。 其一，需要让学生有一颗发现美的心，也就是需要培养

学生发现美的能力，让学生能凭借自己的想象以及生活阅历，
再加上老师审的引导，可以充分发掘作者所写内容中的美。其

二，应升华学生发掘和感知到的美，让学生开始发挥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主动的寻求美。这需要培养学生看到身边的景物能

有自己的感悟，并能将自己的感悟落在纸上。
二、以苏轼的诗文为例探讨审美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的渗透

以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探讨审美教育小

学生联想能力的培养工作。古代诗人的想象力十分丰富，其中

苏轼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中的想象力是本词的一

大亮点。诗人在月下，喝酒赏月，看着天上的明月，不由得沉醉

于月色之中，其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体现在其词中的每个文字。
诗人看此美景，自然而然地开始遐想月亮的乃至天上的事情，
其开始好奇天上现在是何年何月，又试想自己能够乘风归去，
真切地感受天上的美景，可又恐那月宫上的宫殿森严，寒冷寂

静，如此想来还是现在有亲人陪伴的日子更好。短短几句体现

了词人这种对天上和人间生活徘徊之后的态度。 而后发出感

慨，世事本就无常，立足现实，感慨人聚人散的无奈，但诗人转

念一想，如果亲人都健康平安，不在一起又有何妨，能一起赏

一轮明月也是一件快事，这种情怀世人皆有，但这种亦真亦假

的表现形式似乎将思念之情写得更加真切， 并在结尾能将想

象落回现实将其豁达的胸襟体现得淋漓尽致。 教师可以结合

自己身边的离合故事引导感受作者的心境， 让学生体会人和

人的情感，再结合嫦娥的神话故事，试想月亮传信，以寄相思

之情，进而达到培养学生的审美想象力的目的。
以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探讨审美教育中如何

培养学生审美情感以及理解力。每一首诗词都蕴含着一种美。
作者将其自身的经历融于其作品之中，通过作品，体现出诸如

善良、忠君、爱国、黑暗、积极以及消极等许多内容。 教师在进

行讲授时需利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领悟作者的意义。
苏轼此文具有开阔宏伟的意境。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宏伟

的场面似乎是古代一个个英雄在时间的长河中越走越远，作

者又感慨一时多少豪杰，而后作者又想起三国周郎赤壁，通过

这一系列线索引导学生发现词中作者对时间流逝的慨叹时所

运用的笔法，感受其如何将抽象的时间形象化，而后体会作者

对古人能够建功立业的敬仰，但落在作者自己身上时，作者用

了一句人生如梦，来表达自己被贬的愁绪。苏轼能够将自己的

境遇与古人以及景色等联系起来，表述自己的心境，这是基于

其有自己的审美感知以及想象，应通过本词的学习，让学生领

悟其中作者的审美， 并让学生逐步培养自己的审美情感并逐

步提升审美理解力。
以苏轼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为例探讨

审美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审美能力以及感悟力。 小学语文新

课标中指出，要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

和认知能力。同样，在开展审美教育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尽量选

取贴近学生生活的素材，让学生从生活中学会发现美、欣赏美、
感悟美。 苏轼在《浣溪沙（其一）》中，用“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

绿暗晚藏乌”描写了阳光照入潭水中，将潭水映成深红色，鱼儿

在暖暖的潭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的景色；《浣溪沙（其三）》
中，用“麻叶层层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的诗句，描写了农家麻

叶在雨水滋润下泛着光泽，村子里处处飘荡着煮茧的清香的景

象；在《浣溪沙（其五）》中，用“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

尘”的诗句，描写了雨后柔软的青草和整齐的莎草，以及被雨水

滋润过的即使有人策马飞奔过后也不会扬尘的洁净马路。相信

这样的景色，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只是学生缺乏在

平淡生活中发现美和表达美的能力。 因此，教师可以利用这首诗

让学生尝试着观察和欣赏自己身边的美景，发现朝阳、黄昏、暮

霭、冬雪、春雨、夏花等随处可见的自然景观和生活事物中的美。
三、结语
审美教育是学生培养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 古诗词的学

习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学生通过学习逐步培养自身

的审美想象力， 而后再逐步培养自身审美的情感以及对美的

理解的能力，这就能使学生在具备审美能力的同时，还能将审

美能力运用于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之中，热爱生活，感受生活之

美，落于纸上，写出其对大自然以及生活的热爱和感悟，从而

使其能真正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审美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以苏轼的诗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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