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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视域下
高中语文教学的美育策略

王 珍
(安徽省太和中学,安徽 太和236600)

摘要:“以美育德,以德育人”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中央

高度重视教育,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高中语文教学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为依据,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注重高中语文

课程中的美育要素,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教学实践中,高中语文课程教学首先要注

重挖掘语文教材中的审美素材,通过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培养学生的人

文情怀,使他们正确认识人性中的真、善、美,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其次,要注重利用语文教学中的美育因

素,如教师饱含深情的教学语言、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优美清晰的板书设计,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

里产生情感共鸣,培养学生高雅的审美情趣;最后,要注重挖掘创造性活动中的美育资源,指导学生加强文本

阅读、写作表达和课外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审美表现力和创造力,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新时代,

高中语文教学要加强美育策略与高中语文课程的融合,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健康向上的审美情

趣,促进学生人格的完善和全面发展,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可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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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坚持立德树人,“改进

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1]。2017
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中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
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这体现出了党中央对教

育的重视。“以美育德,以德育人”对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普通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指出,“语
文教育也是提高审美素养的重要途径,要让学

生在语言文字运用的学习中受到美的熏陶,培
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

美感知和创造表现的能力”[3]2-3。进入新世纪

以来,我国的语文教育“正步入一个观念转型、

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的关键期。目前大的方

向已形成基本共识,但在课程标准、教材、教
学、评价上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4]。高中语文

教育应在实践中加强美育与“立德树人”的联

系,以美育为切入点,深入挖掘高中语文课程

中的美育要素,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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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挖掘语文教材中的审美素材,引导

学生正确认识人性中的真、善、美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
求教材编写“应具有典范性和时代性,文质兼

美,体现正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3]50。人

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有着深刻的人文性和丰富

的审美内容,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

化,集人文性和思想性于一体,成为“以美育

德”的主要载体。教师在上课前要认真研读教

材,搜集相关资料,深入挖掘教材中“以美育

德”的资源,让学生在感受和体会作品美的基

础上接受思想道德教育,陶冶情操,提升思想

觉悟和精神境界,从而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
任务,实现教师教书育人的目的。高中语文教

材中的审美形态丰富多样,为“以美育德”的教

学实践提供了文本依据。学界普遍把审美形

态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种,这三种

形态也体现在高中语文教材中。
(一)自然美

“自然美是自然事物的美。自然美的主要

特点是侧重于形式,以自然原有的感性形式直

接唤起人的美感。”[5]自然美是自然界存在着的

自然状态的美,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它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
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都从自然美中获得

创作素材,而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虫鱼、
鸟兽则成为了他们笔下的写作对象,创作出一

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高中语文教材中表现

自然美的文章很多,形态各异。不同形态的自

然美在学生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不可

低估的作用。高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正

确引导学生深入分析教材中自然美的形态。笔

者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出现的关于自

然美形态的描绘为线索,分别从课文篇目、描写

特点、审美价值方面进行分析,详见表1。
表1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自然美形态分析

自然美形态 课文篇目 审美特征及例子 审美价值

清秀之美

《雨巷》《再别康桥》《荷塘月色》《故都的

秋》《囚绿记》《采薇》《归园田居》(其一)
《兰亭集序》《赤壁赋》《琵琶行》《望海潮》
《雨霖铃》《醉花阴》《声声慢》《边城》《归去

来兮辞》《滕王阁序》

秀丽、柔和、优美,如:江南烟雨、依依

杨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以及陶渊

明诗中的田园风光和《边城》所描写

的自然风景

甜美、安逸、

舒适

雄壮之美

《荆轲刺秦王》《登高》《念奴娇·赤壁怀

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林教头风

雪山神庙》《故都的秋》

壮观、壮美、崇高,如:杜甫诗中所描

写的“萧萧下”的落木、“滚滚来”的
长江

赞叹、震惊、

崇敬、愉悦

奇险之美 《游褒禅山记》《蜀道难》《望海潮》
稀罕、不寻常、奇幻,如:“窈然”的洞

穴、卷霜雪的“怒涛”、无涯的“天堑”、

不可攀的“巉岩”

神往、惊喜、

惊心动魄

动态之美
《沁园春·长沙》《荷塘月色》《念奴娇·赤

壁怀古》

运动、变化、发展,如:“万类霜天竞自

由”的景象、“东去”的大江、“穿空”的
乱石、“拍岸”的惊涛

开阔、充实、

神秘

  教师对教材中各种自然美形态的分析,可
以让学生获得不同类型的审美感受和体验,有
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如在体现清秀之美的《荷塘月色》一文的教学

中,学生从作者朱自清对荷塘月色的细腻描写

中深切地感受到自然之美,同时通过教师对课

文的分析了解知识分子在“四一二事变”之后

的苦闷与彷徨,进一步理解作者希望在幽静的

环境中寻找精神解脱而又不能解脱的矛盾心

理。教师引导学生学习陶渊明的诗句———“暧
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

树颠”,有助于学生从紧张的现代生活中解脱

出来,理解在平常的日子里自有一份恬淡和美

好。在体现雄壮之美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一词中,作者苏轼在描写自然之美的同时融入

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展现的是一种“人化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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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写出了赤壁的磅礴气势,透露出自己坦荡

的胸襟和理想抱负。教师应引导学生把“江”
与“人”联系起来,拓展其对历史从具象到抽象

的思考空间。在体现奇险之美的《蜀道难》一
诗中,作者李白描写了风光变幻、险象丛生的

画面。山势之高让人生畏,而山川之险更令人

惊心动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则表达了

对国事的关切与忧虑。学生从雄壮之美的蜀

道艰险中进一步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个人命

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从而激发出爱国之情。
在体现动态之美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橘
子洲头、北去的湘江、霜染的枫林、碧透的江

水、争流的船只、搏击长空的雄鹰、在水底遨游

的鱼儿等各种动态和静态景物和谐地融汇在

一起,展现的是深秋寒霜下万物蓬勃旺盛的生

命力,表达了作者毛泽东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和壮志豪情。词中展现的自然美可以激发学

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以及对伟人宽

广胸怀的仰慕之情。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关

注自然美,让其渗透到学生的生命中,获得对自

然的审美感受,从自然美中领会人生的真谛。
(二)社会美

社会美是美的形态之一,指现实生活中社

会事物的美。社会美与人类的道德情感是紧

密相连的。教材中呈现的社会美,主要体现在

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风貌的优秀

文章中。邓茜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美学理论对

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的影响的研究》中将高中语

文教材中的社会美分为人格美、人情美、智慧

美、劳动美、探索美五个方面[6]。沈从文的小说

《边城》就体现了人格美、人情美。虽然小说主

要表现了翠翠的爱情悲剧,但处处却体现出对

爱和美的歌颂,对都市人生丑态的讽刺和否

定,对湘 西 世 界 中 完 美 人 性 的 追 求 和 向 往。
《边城》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形式”。正如作者

沈从文所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

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

生形式。”[7]除了表现人格美、人情美之外,小说

还表现了风俗美、智慧美、劳动美。教师在授

课时要从多角度深入挖掘容易被忽略的社会

美中的德育内容。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

的人》所表现的是人性的弱点,揭示了人的存

在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别里科夫的人性“丑”

的一面给人一种警醒,让人认识到自我的局限

与不足,进而思考如何走出“套子”。审美范畴

不仅包括美,而且还包括丑。小说中别里科夫

的人性丑是应该被鞭挞的,因而教师要引导教

育学生远离人性的丑陋,追求人性之美。归有

光在《项脊轩志》中追忆母亲,怀念妻子,抒发

了对已故亲人深挚的情感。其平淡的文字,寥
寥数语,发出了人生的悲叹,唱出了人事的哀

歌,可谓将人情之美表现到极致,让学生在学

习中深受感染。教师通过分析教材中的社会

美使人性中的真、善、美得以彰显而熠熠生辉,
有助于学生在思想情感上产生共鸣,进而引导学

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
(三)艺术美

艺术美指艺术作品的美,是人类审美的主

要对象,反映艺术家对生活的审美情感和审美

理想。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美是作者对生活理

解的反映,是现实美在作家头脑中主观反映的

产物。因此,艺术美是现实美的一种升华。艺

术作品只有深刻反映了人类的审美情感,才能

够引起共鸣。教材选择的文章都是艺术美的

精华。因此,教师在课文教学中有必要对艺术

美进行赏析和评价,让学生认识艺术美,理解

课文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在提高鉴赏水平

的同时获得心灵的洗涤。柳永《雨霖铃》中的

“杨柳岸,晓风残月”呈现的是阴柔之美,而辛

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金戈铁

马,气吞万里如虎”展现的则是阳刚之美。教

师在教学时要将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进行对

比,让学生感受不同风格的美,使学生体会、认
识阴柔与崇高之美,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学

生通过学习杜甫《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感受其中的悲壮之

美,理解诗人壮志难酬的悲凉心情,并在获得

审美享受的同时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高中语文教材中所展现的艺术美是多种多样

的。在一篇文章中,其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

美往往会交织在一起,如《赤壁赋》中既有“月
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
水光接天”的自然环境描写,又有“变”与“不
变”的哲理思考。因此,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

从现实的山川描绘中获得一种超脱现实的审

美体验,让学生思想得以升华、人格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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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艺术美,不仅可以提高学生

的艺术想象力,拓展学生的审美空间,使学生

获得美的享受,而且还可以使学生的鉴赏品位

得以提升,从而热爱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使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学校美育是通过文学艺术、社会生活、自
然环境,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和感受美、
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活动。”[8]

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是

教师实施“以美育德”策略的主要资源。因此,
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美育资源,引导学生

通过学习教材得到审美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教师还可以按文体分类分别针对教材中

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作品设计审美教育策

略及实施方案,以达到“以美育德”的效果。无

论以何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教师都要

对教材中的每篇课文进行深入挖掘,在传授知

识和培养能力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

力和理解力,使其在成长中受到美好事物的感

染与熏陶,正确认识人性中的真、善、美,从而

达到“以美育德”的效果。

  二、利用课堂教学中的美育因素,引导

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精神

  高中语文教学要重视对学生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的正确引导。《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2017年版)》要求教师“教学时应注意教

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发挥语文课程的熏陶感染

作用。尊重学生独特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在

语文学习中接受优秀文化熏陶,获得丰富的审

美体验,形成良好的人文修养,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41。高中语文课程

“以美育德”的目标主要通过日常的教学活动

而达成。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指出:“教学如

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就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

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

了手段的目的。”[9]约翰·怀特也认为“课堂是

学生发展道德的良好场所”[10]。教学活动对学

生道德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

要善于利用教学活动中的美育因素对学生进

行道德教育,尤其要注重借助语文课堂教学中

的美育手段,如教师饱含深情的教学语言、丰
富多彩的文艺形式、优美清晰的板书设计,让学

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里学习课文内容,产生

情感共鸣,从而取得良好的“以美育德”效果。
(一)饱含深情的教学语言

一位好教师一定热爱自己的教学工作,全
身心投入教学,有着高尚的人格魅力。正如夸

美纽斯所言,“事实上的活榜样更重要”[11]。教

师作为活榜样,有着高尚的人格,学生才能亲

其师,信其道。教师把自己变成学生的审美对

象,才能通过自己的深情教育感染学生,才能

引导学生去求真向善。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

主要是靠自己的教学语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学生。教师饱含深情的教学语言就是教师在

教学中使用的情感化语言。教师通过情感化

的口头语言以及相应的身体语言向学生传递

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感,使学生产生价值认

同。语文教师饱含深情的教学语言包括朗读

语言、讲授语言、提问语言、对话语言、评价语

言、身体语言等。教师只有在课堂教学的各个

环节把握好自己的情感化语言,才能营造轻松

愉快的课堂氛围。教师在用朗读语言朗诵课

文时想要营造一种“美”的课堂氛围,就必须根

据不同的情境,充分利用自己的情感化语言,
深情朗读作品,让学生跟随自己的朗读进入作

品情境,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如在李白

《将进酒》的教学中,一方面,教师在背景音乐

中声情并茂地朗读,用标准的普通话和具有磁

性的嗓音引导学生进入诗歌作品特有的意境

之中;另一方面,学生在老师深情的朗读引导

下被诗歌的意境美所打动,进而领会诗歌作品

所表现的真、善、美。这种充分利用情感化语

言的方式要比教师单纯讲授更能直抵学生的

心灵,引起共鸣。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注重使用饱含深情的身体语言。教师的一个

眼神、一个微笑、一个动作等身体语言有时候

胜过一次严厉的批评。比如学生上课注意力

不集中或做小动作,教师的一个期望的眼神、
一个爱抚的动作要比直接点名批评效果更好。
教师如果善于利用某种激励的身体语言,就能

既达到批评纠正的目的,又不伤害学生的自尊

心,而学生更容易被老师无言的美所感化。因

此,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充分利用饱含深情的教

学语言是感化学生、塑造学生人格美的有效

方式。

401



(二)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

吕叔湘深刻指出:“语文教学既是一门科

学,也是一门艺术。”[12]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善于运用各种艺术手段营造课堂氛围,让学

生获得情感体悟,从而提高认知,增加智慧。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果一直使用讲授法、分析

法、问答法等常用的传统教学方法,即便课文

内容丰富、讲课思路清晰,也会使学生产生审

美疲劳,难免生厌。因此,教师要想让学生对

自己的讲课一直保持兴趣、对语文学习充满持

续的热情,就要变换教学方法,借助新的教学

手段,以辅助传统教学,不断丰富学生的情感

体验,引导学生全情投入文学作品描绘的世

界,促进道德感化,提高思想境界。比如在对

故事性较强的小说、戏剧作品进行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对作品内容进行改编,
形成适合演出的剧本,并鼓励学生参与表演。
例如《烛之武退秦师》的作者在烛之武与他人

的对话中使用了心理描写、细节描写、语言描

写,表现了烛之武在国难当头不计个人得失、
顾全大局的人格美。教师在教学时就可以指

导学生把《烛之武退秦师》改编成剧本,让学生

参与演出,深刻体会烛之武的爱国之情和人格

之美,从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比如在讲授

《雨巷》时,教师要让学生多诵读,感受诗歌的

韵律之美。若要让学生更直观地走进诗歌的

意境,教师就要从视觉形象入手,在网上搜索

与《雨巷》相关的图片,经过相应的处理后在多

媒体上展示。学生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似乎看

到迷蒙的雨巷和忧郁的“丁香姑娘”,并展开自

己的想象,进一步感受虚实结合的意境之美,
从而获得超功利性的审美体验,让自己心灵更

加纯净。教师在教学中还可以通过其他艺术

形式(如音乐、评书、戏曲、影视等),将多媒体教

学与传统语文教学相融合,拓宽审美渠道,增加

审美信息,使学生接受更加生动的道德教育。
(三)优美清晰的板书设计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以及多媒体教学手段

的运用,一些传统的教学方式逐渐被越来越多

的教师抛弃。但在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中,板
书设计是不能够被省略的。对于一堂出色的

语文课来说,板书设计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

节。赵梦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新课程背景下高

中语文板书设计的研究》中总结了板书应遵循

审美性原则,并从“美在形式上、美在内容上、
美在语言上”三个方面总结了板书特有的美学

特征[13]。优美清晰的板书设计在高中语文教

学中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思维水平,还
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经验的教师都会在板书的结构布局以及色

彩上花费心思,尽可能呈现给学生大方、美观、
清晰的板书形式,让学生在做笔记的时候也能

感受到美的愉悦,激发其健康向上的审美情

趣。如在讲授陆蠡《囚绿记》的过程中,某老师

的板书设计就给学生带来了审美愉悦。
《囚绿记》的课堂教学板书设计以“树干”

“树叶”为构成要素,非常形象直观,有利于学

生清晰地把握文章的行文脉络和作者的思想

情感。“树叶”正契合了文章标题中的“绿”,表
明作者一心向往自由和光明。代表自由和光

明的“绿”也是永远令人向往而“囚不住”的。
“树干”不是笔直的,而是弯曲的,这就说明了

追求自由和光明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要

经过千难万苦才能够实现的。《囚绿记》的课

堂教学板书结构依据美学与教育学原理而设

计,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更加激起了学生对

自由与光明的向往(如图1所示)。由此可见,
优美清晰的板书设计适时与课文内容相结合,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

图1 《囚绿记》的课堂教学板书设计

  三、挖掘创造性活动中的美育资源,引
导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对
学生的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即“通过审美体验、评价等活动形成正确的审

美意识、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位,并
在此 过 程 中 逐 步 掌 握 表 现 美、创 造 美 的 方

法”[3]5。在培养学生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的过

程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得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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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根据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教学建议,高中

语文教学在实践环节应从文本阅读、写作表达

和课外实践活动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审美教

育,以达到“以美育德”的效果。
(一)文本阅读

文本阅读,特别是学习任务群中的整本书

阅读,在拓宽阅读视野的同时,有助于学生积

累和形成阅读整本书的经验,找到适合的读书

方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入学习和思考,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11。现行人教

版高中语文教材文本中蕴含的美育和德育内

容非常丰富,有利于教师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和思想道德教育。但教材中的美育和德育内

容分布零散,这就需要教师对这些内容进行充

分的挖掘和整理,再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学生。
除了要求学生阅读教材文本之外,教师还要带

领学生进行整本书的阅读与研讨。如教师可

以梳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一到必修五

中的名著导读篇目,选择其中一部长篇小说,
挖掘书中的美育资源,并要求学生通读全书,
从环境美、人物美、语言美等入手,理解小说的

思想意义,认识小说的德育价值。教师可以就

书中内容提出问题,让学生在反复品读、深入

思考的基础上把书中传递的真、善、美与自我

的情感认知相结合,“享受读书的愉悦,从作品

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逐步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12。比如雨

果的《巴黎圣母院》,其中的描写涉及15世纪法

国社会生活与宗教势力。正如作者所说,这是

一部叙说人的“命运”的作品。女主人公埃斯

梅拉达纯洁善良、富有同情心、舍己救人,是美

和善的化身,虽不屈不挠,但最终难逃被迫害

绞死的命运;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卡西莫多

忠实、勇敢,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但也难以摆脱

被毁灭的命运;外表庄严、内心狡诈的副教主

自私自利,最终导致他自己以及他所爱的人都

灭亡。雨果在塑造这三个人物形象时运用了

“美丑对照”的原则,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教

师可以从“审美”与“审丑”角度让学生进行比

较阅读,唤起他们内心对美的认同感,体会雨

果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力量,最终形成自己

强大的道德力量,激励、引导学生成为对国家和

社会有责任、有担当、有使命感的新时代青年。
(二)写作表达

高考作文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之一。高考作文影响广泛,且分值较大。因

此,每年高考作文都成为热点话题,引来各大

媒体争相报道,受到大家的热议。高考作文既

是对学生高中阶段写作功底的检验,也是对平

日里教师作文教学成果的检测。面对当前高

考的压力,语文教师和学生对高考作文都存在

着急功近利的心态,过分关注作文分数。教师

为了应试而“教”,学生则为了应试而“学”。这

种针对高考作文的应试教育与“新课标”提出

的“自由表达”和“写出真情实感”的要求背道

而驰,忽略了作文教学中应有的情感教育和道

德教育,导致学生的作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假
大空”现象。因此,语文教师在高中作文教学

中需要探索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和

道德教育,鼓励学生做一个在生活和学习中的

有心人,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存在着的多

种形态的美,拓宽审美视野。在发现美、鉴赏

美、创造美的实践活动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把

“作文”与“做人”结合起来,在自己的作文中抒

发内心的真情实感,真正做一个求真务实的

人,肩负起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例如在高中

语文必修二“表达与交流”部分的教学实践中,
教师引导学生以“美的发现与学习抒情”为主

题进行写作。此类主题的作文教学目的就是

让学生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通过现实世界中

美与丑的对照,培养学生发现美、表达美、创造

美的能力。景美、物美、人美,都是我们在生活

中追求的美。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生活中处

处闪现的这些美,有助于学生保持旺盛的生命

力,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思想情感和高尚的道

德情怀。教师可以让学生回顾自己曾经学过

的课文,学习作者如何追求真、善、美。朱自清

的《背影》描写了父子之间的一段美好的情感,
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通过回顾这篇课

文,老师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生活中的类似经

历,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白杨礼赞》所赞颂

的西北抗日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记
念刘和珍君》所颂扬的刘和珍的伟大爱国精

神,都是很好的美育与和德育资源。当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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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高考作文中也出现了“人与自然、青春

奋斗、家国情怀、热爱劳动、和谐世界”等主题,
教师可以挖掘其中的美育资源,对学生进行情

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以达到“以美育德”的
效果。

(三)课外实践活动

传统的语文教学往往只关注课内教学。
现行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

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

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3]1语文课

程的“人文性”和“实践性”要求仅靠传统的语

文教学活动是不能够完全达到的。因此,教师

除了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接受大量的信息外,
还必须让学生感受到“大语文”的魅力。“大语

文”必须以真实、富有意义的语文实践活动中

的具体情境为载体。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2017年版)》,语文实践活动情境主要包

括“个人体验情境、社会生活情境和学科认知

情境”。其中“社会生活情境指向校内外具体

的社会生活,强调学生在具体生活场域中开展

的语文实践活动,强调语言交际活动的对象、
目的和表达方式等”[3]48。因此,依据《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关于社会生活

情境的建议,教师要引导学生加强课本内外、
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联系,拓宽学生的学习

渠道。灵活多样的实践活动能把学生在课堂

教学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课外实践中去,使学

生在实践活动中增长见识、活跃思维、增加审

美情趣,从而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教师要注重

通过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发现美、感受美,培
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语文课外实践活动

的内容和形式是非常广泛的,如墙报设计、课
外阅读、朗诵与演讲、话剧表演、影视欣赏、社
团活动。学生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可以发现其

中美的意蕴,而教师则可以趁此机会对学生进

行道德教育。学生参加校园实践活动毕竟还

没有真正融入社会,因而教师应鼓励学生去参

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参加高校自主招生的

夏令营活动,帮助社区或村委会搞宣传活动,
帮助灾区募捐,去就近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科技馆、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参观学习。
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可以增加才

干,提升能力,增强信心,锻炼意志,培养道德

情感。在学生参加校内外实践活动中,教师要

“考虑渗透德育内容,用美来承载道德之善、知
识之真,要教会他们怎样开阔视野,从而汲取

更多 的 精 神 营 养,获 得 更 美 的 道 德 情 感 体

验”[14]。比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

年”,班级要出一期黑板报。在语文老师的指

导下,全班同学分组设计、展示作品、评选佳

作、确定方案,创造出内容与形式兼美的板报。
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能增强自己的审美创造

能力,还能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并且也能从中

受到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增强自己

的社会责任感。
语文课程是一门重要的综合实践性课程。

通过文学阅读、写作表达和课外实践活动,学
生能够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提升审美感受

力,从而去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因此,高
中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注重育人,要善于

挖掘创造活动中的美育资源,引导学生增强社

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结 语

高中语文教学在实践中应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为依据,努力践

行“以美育德,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中语文教材中体现的

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能够丰富学生的审美

体验,陶冶其心灵,培养其情怀,有助于学生正

确认识人性中的真、善、美。教师在教学实践

中要注重挖掘语文教材中的审美素材,让语文

教材成为实施美育的主要载体;要注重利用课

堂教学中的美育因素,用教师饱含深情的教学

语言、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优美清晰的板书

设计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精神;要注重挖

掘创造性活动中的美育资源,培养学生的审美

表现力和创造力,让学生在文本阅读、写作表

达和课外实践活动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是学以致用的具体要求和审美素养的具体

体现,也是“立德树人”这一基本理念的落脚

点。高中语文教学要加强美育策略与高中语

文课程的融合,通过多方面的实践探索,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高雅的审美情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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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品味,并在此过程中促进学生人格的完善

与和谐发展,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可靠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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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EducationStrategyinChineseCurriculumofSenior
HighSchoolfromthePerspectiveofMoralEducation

WANGZhen
(AnhuiTaiheMiddleSchool,Taihe236600,China)

Abstract:Thesentencethat"Rearingmoralitywithaestheticsandeducatingpeoplewithmorality"
playsadecisiveroleforstudentstoestablishacorrectoutlookontheworld,life,andvalues.ThePar-
tyCentralCommitteeattachesgreatimportancetomoraleducationandaestheticeducation,andputs
forward"toestablishmoralityasthefundamentaltaskofeducation".Chineseteachinginhighschool
shouldbeguidedbyXiJinpingThoughton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ad-
heretotheeducationalphilosophyof"LivingMoralityandCultivatingPeople"accordingtoChinese
CurriculumStandardsforOrdinarySeniorHighSchools(2017Edition),deeplyexploretheelements
ofaestheticeducationinhighschoolChinesecourses,cultivatestudentsaestheticawareness,andpro-
motestudentsall-rounddevelopment.Inteachingpractice,firstly,theteachingofhighschoolChinese
coursesshouldfirstfocusondiggingouttheaestheticmaterialsinChinesetextbooks,cultivate
studentsperceptionandunderstandingofbeautythroughnaturalbeauty,socialbeauty,andartistic
beauty,cultivatestudentshumanisticfeelings,andhelpthemtosetupcorrectaestheticidea.Second-
ly,itisnecessarytopayattentiontotheuseofaestheticeducationfactorsinChineseteaching,suchas
theteachersaffectionateteachinglanguage,diverseteachingart,beautifulandclearblackboarddesign
tomakethemrelaxandenjoyemotionalresonanceandbegeneratedintheclassroomatmosphere;cul-
tivatestudentselegantaesthetictaste,andpromotethehealthygrowthofstudents.Finally,wemust
taptheaestheticeducationresourcesincreativeactivities,guidestudentstostrengthentextreading
andwritingexpression,andcultivatestudentsaestheticperformanceandcreativityinpracticalactivi-
tiesandenhancetheirsenseofresponsibilityandmission.Inthenewera,highschoolChineseteaching
shouldstrengthentheintegrationofaestheticeducationstrategiesandhighschoolChinesecourses,
andguidestudentstoformcorrectaestheticawarenessandhealthyaesthetictastesthroughvarious
practicalexplorations,andpromotestudentpersonalityintheprocess.Wealsoneedtofocusonthe
improvementandall-rounddevelopmentoftheschool,andstrivetotrainstudentstobecomereliable
socialistbuildersandsuccessors.
Keywords:moraleducation;highschoolChineseteaching;aestheticmaterials;aestheticeducationre-
sources;aesthetic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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