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教育论坛的官网 职业中学语文课文
中自然美的审美教育论文(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自然教育论坛的官网篇一

摘要：高中音乐教学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音乐鉴赏、唱
歌、音乐与戏剧表演等等，而音乐鉴赏是高中音乐教学中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可以让学生感受音乐的美、而且还
可以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而审美教育就是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
审美意识，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学生的音乐能力。

基于此，本文主要对高中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审美教育进行了
深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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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理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音乐教学质量的要求越
来越高，而审美教育也逐渐成为素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从音乐教学的角度来看，将审美教育有效的融入到教学中，
即是新课程理念的要求，也是学生发展的需要。

一、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等中的审美要素分析

1、教师的审美理念



教师作为教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既是审美教育的实施
者，也是学生学习中的指导者与引导者，理应具备较强的审
美素质、审美情感以及审美理念。

经过相关教育工作者的不断印证发现，如果一位学生喜欢某
位教师，会把积极的作用带入到学习中，也会有意无意的模
仿教师的言行举止，更会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反之，如果
学生不喜欢某位教师，则会把消极的作用带入到学习中，从
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由此可看，教师的
一言一行都是会影响学生。

所以，教师一定要做好榜样，从而在学生心理树立一个完美
的形象。

根据目前音乐教学现状的来看，教师应该具备两种审美要素
分别是：渊博的学识美和音乐的素质美。

2、创造一个良好的音乐审美环境

众所周知，音乐教学都是在一个良好的音乐环境中进行的，
用环境来感染学生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有部分高中学习都已配备专业
的音乐教室，专业的音乐教师、以及专业的教学设备，达到
了当前教学的要求，可以让学生眼前一亮，能使学生产生一
种强烈的参与感与满足感。

所以，在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创造一个良好
的审美环境，以便于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的积极性，从而加深学生对音乐知识的
认知程度。

3、深挖教材内容



就音乐教学来看，音乐鉴赏既是一门听的课程，也是体现学
生音乐能力的艺术课程。

自然教育论坛的官网篇二

语文课本中表现自然美的篇章很多，它交织着作者的喜怒哀
乐，或渲染气氛，或烘托人物，或表现自己难以言衷的心情。
同时，这些文质兼优的自然美篇章，启人遐想，给人愉悦。

自然美的描写，揭示出美的象征意义。如《松树的风格》这
篇文章，作者不只在写松树，而是被松树的风格感动着，认为
“它可能不如杨柳和桃李那么好看，但它却给人以启发，以
深思和勇气，尤其是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不由人
不油然而生敬意”。而《白杨礼赞》中的白杨，在作者看来，
虽是“极普通的一种树”，又是“不平凡的一种树”。但就
是这种白杨，它象征着北方的农民，象征着守卫他们家乡的
哨兵，象征着“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
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自然美的描写离不开美的语言。如《听潮》一文写咆哮的大
海用的是一组非常有力的语言：“海终于愤怒了。它咆哮着
袭击过来，猛烈地冲向岸边，冲进了岩石的罅隙里，又拨刺
着岩石的壁垒”，“吞没了远近大小的岛屿……”《绿》这
篇课文中，写绿是“滑滑的明亮着……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
只清清的一色……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
些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自然美描写都有赖于美的语言。

自然美的.描写，渗透着作者的情和意。如《荷花淀》中，女
子身子下面的“洁白的雪地”、“洁白的彩云”同淀里
那“一片银白世界”相互映衬所构成的诗的意境，便于我们
理解水生嫂等一群农村妇女勤劳、质朴、机智、勇敢的思想
性格以及他们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又如
〈〈荷塘月色〉〉中，作者内心的“不宁静”与环境的“静
美”相反相成，素淡朦胧的景色与淡淡的喜悦与哀愁丝丝相



扣，二者相得益彰，构成了文章的诗情画意，我们从中能体
会作者对蒋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的不满，以及他的苦闷彷徨、
希望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寻找精神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
心情。

自然教育论坛的官网篇三

在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大家都喜欢欣赏美。可以说“优
美”这词本身就给人以美感。人们领会、欣赏美的过程就是
一种审美活动。而“美”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依托一
定的事物而存在，或寄托于自然；或寄托于艺术；或寄托于
人的心灵。因此，人们的审美活动离不开具体的事物。

反过来说，人们在遇到美的事物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审
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审美活动是人类社会文明的
象征。而美常常又和真、善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丑、假、恶
的对立面，也就是说，美常常与道德纠缠在一起。因此，审
美的过程，也是净化灵魂的过程，审美对每一个人都有着积
极的意义。

席勒说：“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想和意志的主动状态这一
转变过程，只有通过审美自由这个中间状态才能实现；……
总之，若是要把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唯一的路径是先使
他成为审美的人。”可见，审美活动是促使人性获得完善的
手段之一。对于学生来说培养正确的美学观念，学会如何欣
赏美是很重要的。因为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基本上还未形
成定局，辨别美丑的能力还不足；他们的模仿能力又特别的
强，有时难免模仿一些不良的行为。

语言艺术是最为常见的艺术，它和美学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审美的门户是感知，而语言和人的感知紧密相连的。语
文课当然也就与美学紧密相连。一堂成功的语文课，不仅在
于教学程序的流畅；学生语文知识的扩展；学生阅读语文能
力的提高；更在于学生心灵得以陶冶或震撼。文学作品对人



的感染作用是举世公认的。

因此，语文老师应该选择一些容易引起学生共鸣的课文来进
行审美教学。对于高中学生，教师可适当介绍一些美学基础
知识，让学生了解四大问题：什么是美？美有哪些种类，各
有什么特点？审美有些什么意义？如何审美？这样做的目的
是让学生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还不深刻，
但经常审美实践就会逐渐加深的。《荷塘月色》是用于审美
教学最为理想的散文。《荷塘月色》是一篇美文，它具备三
大美。

（一）语言美。从文字运用语音为其物质外壳来说，它与音
乐有共同性。

闻一多主张的诗歌三美之一就是音乐的美。《荷塘月色》的
语言具有很浓重的音乐之美。叠词的运用增加了语言的柔美，
显得舒缓从容，如“田田的叶子”、“脉脉的流水”“薄薄
的青雾”……而整句和三句的交错，造成参差的美，这些使
本文的语言有了一种灵动的美，就像音乐一样。

（二）意境美。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特有的重要范畴。

中国画和中国古典诗歌都强调这点。画家郭熙说：“春山烟
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看此画令人
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quot;朱自清深受
中国文化的熏陶，他的散文有不少具有这种意境之美。本文
中更是出神入化。而”形似“中求”神似“，是意境的创造
的基本要求。《荷塘月色》通感的运用恰如其分的表现出着
一点。其实从审美角度来看，”通感“是一种心理现象，在
审美活动中，运用通感的心理功能可以使人产生新鲜隽永的
意象。”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和影有着和谐的旋律，
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就调动读者的通感心理，在想象
中感知了文中景色的音乐般的美感。（意境的美同语言描述
的景物之美也是紧密相连的，就这一点来说，它也就是语言



美的一个方面。）

（三）感情美。情感活动是艺术思维中重要方式之一。

”感情是诗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别林斯基）我们
常常能从朱自清的散文中感受到作者浓厚的情感。《荷塘月
色》中作者的感情是较为含蓄复杂的，具有一种含蓄之美。
它就像一根系住风筝的线，并不很明显，但始终存在；有时
夹杂在写景中，有时直接闪现。一会儿是淡淡的喜，一会儿
是淡淡的愁。一种想摆脱而有无法摆脱的痛苦困扰着他。他
把这种感情用语言传送给我们，让我们在对《荷塘月色》审
美活动中感知它，同时我们的.心灵也受到震动。

可以说我们读这篇散文，读到的不仅仅是作者所表现的思想
感情，不仅仅是文中景色之美，更有心灵的战栗，它使我们
更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根据《荷塘月色》的这些特点，可侧
重从审美的角度来教学。首先是对课文的潜心研究与精心设
计。自己反复研读《荷塘月色》，做到背出课文，对课文的
主题、结构、重点句子等等了如指掌。

阅读借鉴别人的《荷塘月色》的教学方案，抓住《荷塘月色》
的景物描写、语言特色、作者抒发的感情，从审美角度来备
案，又从学生的认知、审美能力等出发具体备案。设计好主
要提问和课堂用语。（当然上课时要按学生的具体反馈而作
相应的变化）（具体备案见附录）另外，可准备一些有关月
下荷塘的中国画，和有关的乐曲，告知学生艺术的美感是相
通的。课前安排好学生的预习内容。学生除了完成教材中安
排的思考题之外，还需对课文进行质疑，至少提出两个问题，
并思考教师提出的预习题：阅读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感到最美的句子是哪些？或请一些有一定绘画基础的同学
根据自己对课文的的理解画出一张《荷塘月色》图。当然，
并不是每一课都有必要从审美角度教学的。

学生需要提高的语文水平是多方面的，而提高学生的语文水



平的途径方法也是多方面的。在这重视教育的年代，在这教
育方面百花齐放的年代，相信有很多人正在作这方面的探索。

参考资料：《美学基本原理》（王长俊等编写）

朱广潜《西方美学史》《朱自清名作欣赏》《名师授课录》

自然教育论坛的官网篇四

金黔在线讯6月20日，由省政府、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等主
办的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发展专家论坛在贵阳举行。论坛
以“提升黔药价值，弘扬黔药文化”为主题，邀请国家相关
部委、两院院士、行业专家等为贵州中药材产业发展建言献
策。副省长禄智明出席并致辞。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出台了《关于
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中药材产业化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意见》
等一系列第一文库网措施，提出到2015年我省中药材工业发
展的目标是：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500万亩以上，实现民族医
药工业总产值500亿元以上，建成3个中药材交易市场，医药
产业成为贵州省经济发展后续产业。

禄智明首先代表省政府向与会专家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说，
我省是全国著名的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有药用植物近4000
种，占全国中草药品种的80%，民族医药被列入我省“十二
五”重点发展的十大产业之一。国发二号文件特别强调贵州要
“积极推进中药现代化。大力发展中成药和民族药”，“支
持建设现代化的中药材批发市场”。这为我省加快中药材产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我省要充分发挥自然地理优势，因地制
宜规划种植区域；规范种子种苗生产繁育，从源头上抓好中
药材种植生产；以实施gap为重点，全面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
加快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中药材产业整体实力；依靠科技创
新，打响“苗药”、“黔药”品牌；加强中药材交易体系建
设，促进产品流通；加快产业化进程，提高组织化程度，确保



“十二五”末实现种植面积500万亩，民族医药总产值达
到500亿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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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国际妇科医学技术接轨,增进海外、港台与祖国内陆在
内镜技术方面的交流并展望前景,8月10～12日,妇科内镜新技
术论坛在北京天坛医院举行.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
员曹泽毅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

作者：朱丽丽作者单位：刊名：中华医学信息导报英文刊
名：chinamedicalnews年，卷(期)：16(18)分类号：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