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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学习的古诗，大多语言精炼，易于传诵和学习，集各种美于一身，有着比较特殊的审美功能。在这个阶段学习的一篇篇名

篇佳作，传达着当时社会的很多信息和美，代表了我们的民族情感，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精神气质，形成自己的审美观。本

文针对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美育功能进行研究，旨在发掘出其中的美育特点，对之后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育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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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指的是审美教育，这种教育主要的任务是将青少年的审美趣味

和审美能力进行培养和提高，小学生阶段正是培养美育的良好阶段，可

以为之后的学习生活以及美育的培养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而语文古

诗词教学正是进行美育的好方法。通过古诗词教学，可以使学生在古诗

词的世界遨游，体会其中的意境，感受其中语言的精妙，并且寻找到心

灵的共鸣。 

1 古诗词教学进行美育的目的 
美育是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美育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就是情感教育，恰好很多古诗词都是抒发作者

情感、表明自身志气的诗句，这些诗句可以对学生的情感培养起到推进

作用，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人生，提高自己情感的细腻度和对于

美的欣赏能力。不仅如此，美育的目的还在于培养学生宽阔、健康的胸

怀。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心胸一定要宽广，要有开阔的眼界，才会在

自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这些品质都可以在古诗词教育中获得，而且还

会通晓一些道理，做到知是非，明善恶，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很多好

的诗篇中凝聚着这个民族的精神和情感，学生们要在老师的带领下进一

步好好体会，看到其中的美好所在。 

2 古诗词教学中进行美育的内容 
古诗词的美育目的在于发现其中的美，从而提高学生们的素质水平。

而古诗词中美的内容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2.1 形象美 

美最直观的内容就是形象和直观的观感。古诗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景

物等等，都可以带给学生们一种直观的感受。比如在进行骆宾王《咏鹅》

的教学时，可以对其诗句进行赏析，分析其中色彩的运用，并对其形象

的展示进行教学，让学生们更直观地感受到。 

2.2 语言美 

语言本身就是美的，是一种独特的美，需要更进一步地进行感受。

古诗词是凝炼的语言艺术，虽然篇幅较小，但却有着丰富的信息和语言

规则。通过对于其语言美的赏析，可以发现诗歌中蕴藏着的语言运用方

式。比如在学习李白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时候，可以欣赏

其中的夸张和比喻手法，并引导学生去学习这些手法，慢慢感受古诗中

蕴藏的语言文字之美。 

2.3 意境美 

再深一层，学生们就要感受更为有古诗词本质的内容，那就是意境

美。意境美是学生们要着重感受的美，也是老师特别强调的，只有这样，

学生们才可以感受到古诗词的精髓，才可以更扎实地培养自己对于美的

鉴赏能力，并从中学会一些手法，对其灵活运用。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学生们在古诗词学习中着重感受的美，假以老师

教学，定会可以培养起自己的审美能力，培养较好的审美素质。 

3 小学古诗词教学进行美育的实践 
3.1 进行诵读，感受其中的美 

小学语文教学的新大纲已经指出，古诗词学习一定要去诵读，在诵

读中感受其中的情感和意境。而且在诵读时一定要注意节奏的把握和情

感的调动。比如在诵读陆游《示儿》这首诗时，就要把其中的悲慨和遗

憾读出来，感受诗人那种至死还不忘收复失地的情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

这样不断诵读之下，可以感受到诗词中的张力和强大情感，并且可以控

制自己的语言。 

3.2 合理联想，欣赏其中的美 

想象力是很多古诗的根基，这也是学生们应该具有的能力。在读古

诗词的时候，一定要想象诗中的景象，产生自己的共鸣，与诗词身为一

体，不断提高自己对于诗词的欣赏能力。在学习和诵读李白的诗时，就

可以明显体会到想象力的作用。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

天”，学生们可以想象那种瀑布的壮观；又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学生们可以想象出那种月色时的景象，欣赏其中的妙处。在教学时，

老师要善于引导，去让学生在想象中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结合，领悟其

中的形象美以及意境美，获得一种美的享受，并逐渐提高自己的想象能

力和审美能力。 

3.3 进入情境，探求其中的美 

意境是古诗词的最高追求。意境是好的古诗词应当呈现出来的，要

不断对其进行探究和欣赏。老师可以根据每首诗不同的感情特点，引导

学生去探究其中的情感和意境，并且学生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自己体

悟意境之美。比如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写的“天街小雨

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其中的韵味和意境就值得细细品味，对于小

雨和小草的描写展现出了细雨过后的情境，更与诗人的心情相照，展现

出一种独特的意境。 

4 结束语 
我们的生活中蕴藏着很多美，所以我们要学会发现其中的美。而美

育教学正是培养小学生这种发现美的能力。古诗词中蕴藏着许多美的文

化瑰宝，老师应当带领学生发现其中的美，并对其进行赏析和感受。在

实际的教学中，应当根据古诗词特点和学生特点，设计出合适的教学方

式，达到美育教学的目的，让每个学生可以切身感受到其中的美，并且

发现属于自己的美，深化自己的情感。希望本文的以上内容能够为相关

语文教育工作者提供有效的指导帮助，从而促进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水平

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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