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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欣赏教学中强化审美教育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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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审美教育是军校文学欣赏课教学的主要 目的。如何在文学欣赏教学中强化对学员的审美教育， 

本文首先阐述了文学欣赏教学对学员的审美教育作用；在教学方法上，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探 

讨，并论述 了教员在实现审美教育中的关键作用。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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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M ethodolog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Literary Appreciat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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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tract：Aesthetic education is the major objective of literary appreciation COUl~e in military colleges．How to 

strengthe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is course7 This paper first sets forth the rol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at literary 

appreciation course plays on the students，and then deliberately expounds in three perspectives the teaching methodology． 

Besides，the teaehe~ key roles in realizing aesthetic education are also discussed． This article is very practical and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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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的审美教育是形成新世纪军校大学生正确的审美 

观，培养其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能力的教育活动，它 

是年轻一代全面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审美教育 

是通过审美活动实现的，通过审美活动可以发展学员的审 

美能力，使他们追求美的事物和美好的生活，进而美化主 

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审美教育中的审美活动包括对 自然美、 

社会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内容多、范围广。本文仅就文学 

名作欣赏教学中的审美教育问题谈谈我们的认识与做法。 

一

、 文学欣赏教学对学员的审美教育作用 

文学欣赏课的教学 目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欣赏，我们 

认为这个回答不全面。因为，欣赏只是文学课的一种认识 

过程，一个环节和手段 ，审美教育才是它的真正 目的。文 

学欣赏课之所以具有审美教育作用，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 

的。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自然、社会的能动 

反映。它用形象和图画说话 ，用生动鲜明的形象来反映社 

会，通过对 自然、社会现象的描绘，构成具体生动的生活 

画面，以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来说，文学欣赏教学 

对学员的审美教育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可以起到帮助学员认 

知社会的作用 

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一是直接经验 ，二是间接经验。 

而阅读文学作品，欣赏影视、戏曲戏剧是我们认识社会的 
一 个重要途径。因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是深刻 

反映了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即使是那些以反映作者 

的主观情绪为主的浪漫主义作品，其背后也往往有着深广 

的社会现实背景。因此，文学对社会的认知作用是不言而 

喻的。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 

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在这里，甚至在经济学细节方面所学 

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毛泽东也曾说 

过，《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你要了解封建社 

会，就应该去读一下 《红楼梦》。两位导师的话 ，就是文学 

对社会认知作用的最好说明。我们的学员都是 “80后”、 

“90后”的年轻人 ，阅历浅、社会知识甚少 ，通过文学欣 

赏课的学习，有助于他们 “问接地”了解和感知世界，这 

对他们学成之后，跨入军官的行列，满足第一任职的需要 

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文学的教育功能，除开发学员的智力外。还肩负 

着德育的重任 

文学创作中，作者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描绘反映的时候， 

必然要融人自己对社会现实或褒或贬的态度。一部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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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往往能鲜明地看出作者对真善美的颂扬，对假 

丑恶的批判。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学员必然要为作者的 

态度所感染，从而受到教育。具体来说，文学对学员的德 

育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中 

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有着无数 

可歌可泣的伟大业绩，涌现出了无数的杰出人物。五千年 

文明史沉淀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而这一切都充分 

展现在历代文学作品之中。二是爱国主义教育。爱 国主义 

精神是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条红线，无数优秀的文学作品 

均洋溢着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激情。它曾激励过无数热血 

青年，也必将点燃军校学子献身使命、报效国家的巨大热 

情。三是道德情操教育。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修身齐家、尊老爱幼、互 

助互爱、言行一致、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在历代文学作 

品中比比皆是。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品格和广大劳动人民 

勤劳勇敢的美德 ，曾熏陶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这对我们 

今天践行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以及人格精神培养也是一种很好的借鉴。⋯ 

(三)文学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能使学员受到美的熏 

陶。提高审美能力 

在文学作品中，那优美的诗句、生动的形象，无不符 

合美的规律，给人 以美的享受。以山水诗为例 ，优美的山 

水诗 ，或春花秋月，或青山绿水，皆寄托着诗人美好的情 

怀和对美的理想的追求，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例如杜甫， 

他是一位忧国忧 民的伟大诗人 ，一生穷困潦倒，然而在他 

的笔下 ，也时时洋溢着生活的情趣和大 自然的盎然生机 ： 

“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 “水深鱼极乐 ，林茂鸟知 

归”；“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等等。阅读欣 

赏这些优美的诗句，学员 自然要被诗人笔下所描绘的大自 

然的美丽境界所陶醉。由此也可引发学员对杜甫爱国爱民 

的精神世界的另一面的认识。至于那些千百年来脍炙人 口、 

经久不衰的名篇佳句，不仅给人以无限美感，更能给读者 

以深邃的哲理启迪。例如，孔子的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 

后凋也”；王勃的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维的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苏轼的 “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阅读欣赏这些作品， 

学员会在不知不觉 中就能把握美的规律，受到美的熏陶， 

从而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以审美教育为目的的文学名作欣赏课教学，是以文学 

的认识作用为基础 ，教育作用为主导 ，美感作用为表现形 

态的一种教育。一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有着勾魂 

摄魄般的吸引力、魅惑力，常使读者手不释卷，废寝忘食。 

读者凭借自身的艺术感受力，在艺术化的现实生活中陶醉、 

体验、品味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随着作品情节和 

生活场景的变换，思想感情也随之跌宕浮沉，完全受制于 

作家作品的牵引摆布，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教育。这种教 

育作用虽不是直接发生的，但它却潜移默化地改造和创造 

世界，以美的神圣精神指导我们去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 

杰出的文学家，他不仅以美的规律真实地反映生活，塑造 

人物形象，而且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他对真善美的追求 ，对 

假丑恶的鞭挞。因此，文学欣赏课的审美教育的内容是丰 

富的。它可以帮助学员去认识过去 自己不曾经历，也不可 

能经历的生活，从中汲取健康的、有启迪的东西，从而树 

立对生活、对人生的信心，珍惜热爱军校生活；提高他们 

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陶冶性情，增强民族 自豪感、使 

命感和责任感。这对于学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影 

响很大，对于培养新时期优秀的军事人才有着不可估量的 

意义。[ 

二、实现文学审美教育功能的具体方法 

审美教育是通过文学欣赏活动的过程来实现的。审美 

教育是文学欣赏课的一种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实现，在一 

定意义上取决于学员对作品内容的感受和理解的程度。这 

种感受和理解的过程就是欣赏活动的过程。因此，提高文 

学欣赏课的质量，实质上就是如何通过欣赏这一环节和手 

段，既向学员传授知识又实现它的审美教育功能。这就要 

求我们从提高欣赏水平的角度入手，探索如何进行欣赏的 

方法。在具体的教学中，我们尝试了以下做法。 

(一)借助形象、启发联想。培养学员的审美感受力 

文学是形象的艺术，文学作品的美是通过具体的形象 

来表现的。人的美感是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的。忽视了美 

育中的形象性 ，就失去了美的感染力，文学欣赏教学中的 

美育也就会因此而落空。文学作品中美的形象蕴藏在字里 

行间，教员要指导学员凭借语言去想象画面，想象具体的 

形象、琢磨形象的动态，使作品中的形象如电影中的特写 

镜头，鲜明地呈现在眼前。如 《煮酒论英雄》中神态特征 

活灵活现的曹操与刘备；《琐忆》中亲切 、热情、平等待人 

的鲁迅等。对于这些作品，教员要从环境、情节、动作、 

对话等各个方面去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通过教员的讲 

解 ，化抽象为具体，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鲜明生动，让 

学员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提高审美感受力。 

(二)对照比较、辨别真伪。培养学员的审美判断力 

俄国心理学家谢切诺夫指出，比较是人最珍贵的智力 

因素，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分析方法。它可以让人把问题 

认识得更为清晰深刻，更为准确地判断出事物的好与坏。 

在文学欣赏教学中，适 当地运用 比较分析，启发学员深入 

思考，达到辨别美丑、知晓优劣的目的，从而可以对作品 

的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的高下作 出明晰的判断，提高其审 

美的判断能力。例如，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 

人，有 “诗圣”之美誉。他的诗歌具有 “沉郁顿挫”的独 

特风格。我们在讲授杜甫的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 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 

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这首诗时，为了帮 

助学员更好的理解杜诗 “沉郁”的风格，我们引用了浪漫 

主义大师、“诗仙”李白的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与之进 

行比较讲授。“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 

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 

舞袖回。”李白流放途中遇赦，回舟江陵，南游岳阳，秋季 

作此诗。李白遇赦之后，心情轻快，登上岳阳楼，极目远 

眺，顿觉眼前景物亦有情有义，与自己分享着欢乐和喜悦， 

不禁愁去兴来，下榻传杯，飘飘然仿佛在 “天上”、 “云 

间”，诗人那种豪放飘逸的浪漫主义气质跃然纸上。杜甫登 

楼则完全是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诗人乘兴而来 ，登楼远 

眺，触景生情，感慨万端。瞩 目气象阔大的洞庭，更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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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老病孤舟，天地狭小，孤寂之感油然而生，不觉兴去愁 

来，老泪纵横。进而由家难想到国难，不 由得凄然神伤。 

可见由于两人的境遇不同，气质不同，因而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和风格也不同。杜甫虽然也写出了自己的兴致，但更 

深层次的确是表现了自己的悲伤。诗歌把歌颂祖国山河的 

壮美、倾吐漂泊江湖的困顿、抒发忧国忧民的胸臆高度统 
一

， 意境壮阔，充分体现了杜甫诗歌情感沉郁，诗风顿挫 

的风格。通过比较 ，学员对杜甫此诗的印象更加深刻，提 

高了学员对作品艺术上的认识，培养了审美判断力。 

(三)换位思考、深入品味，培养学员的审美理解力 

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培养学员敏锐的感知 

能力 ，丰富的想象能力，明晰的判断能力与透彻的理解能 

力。对院校学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审美理解力。所谓 

审美理解力，就是在感受的基础上，把握事物的意味或艺 

术作品的意义、内容的能力。审美理解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它是有意识的教育和无意识的文化熏陶的结果。审美中最 

重要的理解，是对形式中暗含的特殊意味的直观性理解。 

为了培养学员的这种特殊理解能力，我们采取了特殊的教 

学方法，即引导学员打破日常生活中仅仅把事物形式作为 

识认标签，从而迅速把它归于某一种类的思考习惯和分类 

标准，帮助他们树立 以自己体验和理解的内在情感模式对 

其进行分类的审美分类标准，学会换位思考，注重从诗理 

与常理的背悖 中培养审美理解能力。如我们讲唐诗时，有 

学员对王之涣 《登鹳雀楼》一诗中的 “白日依山尽”提出 

了疑问。他说，他家就住在鹳雀楼附近，鹳雀楼东边有山， 

而西边没有山， “白日”怎么 “依山尽”呢?是不是作者 

搞错了。我们认为这名学员问题提得很好。这是一个典型 

的有关 “诗理”与 “常理”的问题。按 “常理”，鹳雀楼 

东边有山而西边没有山，似乎是作者错了。但如果按 “诗 

理”来考虑问题 ，情况就不一样了。鹳雀楼西边或许百里 

无山，但能说千万里以至更远的地方也没有山吗?不能。 

这样看来作者没有错，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有问题。这个 

问题就出在以常人之理去套艺术之理 ，不仅不能理解艺术 ， 

而且反过来指责艺术家的荒诞无稽。培养审美理解力就是 

要克服这样的 “惯性”，将 日常态度转变为审美态度，将普 

遍的分类标准转变成审美的分类标准。按照这种标准，彩 

虹不再是太阳光线和雨雾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是通往幸福 

的桥梁；可以有黑色的太阳，也可以有玫瑰色的月亮 ；芙 

蓉可以抽泣，兰草可以欢笑。学员掌握了这一标准，他们 

的审美能力定会有所提高。这样 ，审美地欣赏作品就会变 

得轻松自如，美也成为学员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 

三、实现文学审美教育功能的关键在教员 

审美教育活动包括教员、学员、审美对象三个方面， 

是三者交互作用的过程，经过教学双方共同的评价和再创 

造而潜移默化地实现其教学 目的。教员是学员审美教育活 

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在美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是审美 

教育活动的关键。那么，教员怎样才能扮演好这一角色， 

完成培养和发展学员审美能力的重任呢? 

(一)欣赏要有创造性 

如前所述，审美教育是通过欣赏活动实现的。由于文 

学欣赏是一个形象思维的再创造和再评价的认识过程，欣 

赏者生活体验和经验愈深、愈丰富，思想水平、审美能力 

愈高，在欣赏过程中的再创造也越强，也就越能深入透彻、 

准确地把握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再评价，实 

现文学欣赏的审美教育功能。多数学员刚刚步入社会，生 

活经验较少，思想认识水平和艺术修养也不高。他们对作 

品的认识往往是模糊的、零碎的、片面的，一般只是停留 

在感性认识 阶段，不可能真正实现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 

这要求教员在教学中，通过对作品的欣赏，引导学员把一 

些片面的、片断的、分散的印象串联起来 ，通过艺术的再 

创造，对作品形成一个 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从感性认 

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对作品产生共鸣。即要使学员被教员 

所讲解的内容感染，进入一种艺术的境界之中，通过教员 

所讲述的文学作品中的情绪变化，引起学员情绪的相同的 

变化，产生一种相同或相近的情感，或恨或爱 ，或喜或忧。 

如此，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才能实现。要做到这一点，教 

员必须要有生活。只有教员先理解了作品，并和作品中的 

内容发生共鸣，才能激发学员产生共鸣。 

(二)语言要有文学性 

教员的语言要形象、风趣、幽默，节奏鲜明，具有文 

学性和感染力。如果一味使用叙述性语言，或照本宣科 ， 

平声单调，必定谈而沉闷，催人人眠；而一味使用训话 口 

吻，或高声压座，声色俱厉，也会紧张而疲乏 ，达不到欣 

赏效果。正确的方法是各色语言兼而用之 ，叙述、描绘、 

疑问、抒情、感叹等句式不断变换、交替使用 ，使讲析抑 

扬顿挫 ，使艺术形象逼真鲜活。讲到激动之处 ，教员 自己 

就先得激动起来，真正把握艺术的形象，从而让学员产生 

联想。总之，教员的讲课要讲 出文学味，要把文学的评论 

讲成评论的文学，这样就更有助于实现文学课的审美教育 

功能。 

(三)方法要有灵活性 

灵活的教学方法是上好文学名作欣赏课、实现审美教 

育目的的重要一环。文学名作体裁不同，内容各异，精彩 

纷呈，各俱特色，必须坚持 “因文施教”。如若方法雷同， 

手段单一，就不能达到预期 目的。以古典文学为例，讲授 

古代散文，就不能讲成 “古代汉语”，更不能讲成训诂学。 

因为那样 ，就破坏了一篇作品的完整性，削弱了文章的气 

势，不能很好地引导学员进行再创造，也就起不到欣赏的 

效果 ，达不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而对于古诗词这一文学形 

式，由于它简约蕴藉，有些含义不易理解 ，对其讲授欣赏， 

则要逐字逐句进行，特别是其中的 “诗眼”，更要留心点 

拨，使学员领悟到诗的奥妙，于潜移默化之中受到审美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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