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大学语文作为通识课，倡导“稚趣、智趣、志趣”美育发展理念，坚持推进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的课堂建设。面对课堂主体出现的审美疲劳、审美偏移、审美错位等心理现象，

大学语文课程稚趣美育根据青年大学生故事情结、符号认知、游戏精神的特点，以故事

美育、符号美育、游戏美育三要素构建教学设计过程，营造语言美、设计美、活力美三

美课堂，促进教学模式的转变，提升主体的审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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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的自我意识稍显稚嫩纯真，灵动活跃，

更能体会诗情画意的美感，获得精神愉悦的乐感。但

学生在学习期间，也会对诗文中的山河美景、凌云壮

志失去兴趣，课堂反映平平，出现审美疲劳、审美偏移、

审美异化、审美错位的无奈现象。当前，高职高专院

校普遍存在三种授课方式，即提理论提流派、“说评书”

讲故事、用科技谈人文等功利实用教学方法，缺少美

育内容。因而，提出稚趣美育实施策略，符合青年大

学生动态发展的审美心理，能促进教师积极建设课堂

的审美态度，有利于课堂审美主体的多维输出、接受

与创造。

一、 明审美主体，新审美期待

审美主体包含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审美创造主

体，即文章作者及作品；二是指审美传播主体，即高校

教师；三是审美接受及再创造主体，即高校学生。教

师起主导作用，学生是课堂的主体。随着互联网、多

媒体教学等概念的提出，接受主体（高校学生）的审

美期待和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对审美创造主体（作

家及作品）照本宣科，起桥梁作用的审美传播主体（高

校教师）不促进审美课堂的拓展和丰富，就会发生审

美疲劳、审美偏移、审美错位等现象。

审美疲劳的失兴。大学语文作为通识课、公共基

础课，专业性要求不高，涉及面不广，主要是对一些

名家名篇进行教学，教学方式以讲授法为主，教学环

节概括为“读—品—析—悟”，导致学生审美兴趣较低。

审美偏移的异化。与光明壮美、崇高优雅的美学

追求相比，学生更容易被社会现实中丑恶低俗、荒诞

可笑的社会现象和道德败坏、疏离漠世的个人所吸引，

即所谓的审丑学问。比如，《一枝花》（杭州景）盛赞

杭州的都市繁荣和湖光山水之美，学生反应平平；但

吟诵另一支散曲《一枝花》（不伏老），关汉卿高举风

流嫖客的自我标签，反而激发了学生的高昂兴趣。美

得无味，丑得有趣。

审美错位的无奈。青年审美心理的动态发展，并

不总是按常态进行，甚至出现美丑不分、突然发笑、

以假为真、以浅薄为深刻的窘境。长期发展之下，就

会出现学生情感淡漠麻木、审美排斥、审美能力不足、

审美偏移等教育缺憾，教师无法获得情感共鸣，也会

出现教学成就感、幸福感下降等教育危机。

二、 提稚趣理念，融美育功能

（1）稚趣美育的定义和内涵。主要面向非文学专

业大学生群体，立足青年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身心发展

特点，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中华先进文明为出

发点，倡导“稚趣、智趣、志趣”美育理念，伴随稚

趣增智趣，紧跟智趣养志趣，营造生动和谐的课堂氛

围。在丰富的直觉感知活动中引发自然、自由、灵动

的精神，增强学生的想象力和探索力，以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方式，使学生获得美感、乐感。

（2）稚 趣 美 育 的 目 标。 以“ 一 要 点， 两 目 标，

三维度”为总体目标，即以“个性美育，纯真稚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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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点，以“培养具有审美态度的当代大学生”和

“成就具有审美情趣的艺术从业者”为两目标，以稚

趣、智趣与志趣为三个维度。其中，稚趣是基础维度，

主要指向学生积极愉悦的亲历体验；智趣是提升维度，

主要指向学生学内容转向学方法的审美能力；志趣，

主要指向学生良好品质的志向与情趣。

（3）稚趣美育的特征。以“稚”定位美的生命力，

以“趣”阐明接受美、创造美的方式，具有语言美、

简洁美、逻辑美、活力美特征。语言美，特指课堂教

学中使用最广的语言艺术要富有变化美；简洁美，强

调在师生互动过程中的图片、音乐、活动要具有简约

凝练美；逻辑美，强调教学设计过程行云流水，教学

方式转换自如；活力美，包含师生良好互动关系，班

级心理环境和谐自由，精神世界愉悦轻松，生活态度

具有诗意美、艺术美。

（4）稚趣美育的构成要素。以青年大学生身心特

点和审美态度为依托，由故事美育、符号美育、游戏

美育三大要素构成。故事美育，将传统“说书”场景

与现代数字故事叙述、故事叙述微课结合实现语言美；

符号美育，基于文学符号、视觉符号、情感符号，创

设美的情景，将艺术经典适宜地渗透到课堂中，实现

逻辑美和简洁美；游戏美育，涵盖了书写游戏、民间

游戏、户外主题游戏等内容，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艺术

表现材料，鼓励青年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表达美的

创意，实现活力美。

三、 施稚趣美育，建三美课堂

现在高校大学语文课堂普遍存在三种授课方式。

第一种是教师提理论提流派，积极关注时代前沿热点

和最新理论接轨，好处是提高了大学生的文学理论高

度，增加了知识储备，不足之处是将语文课堂变成了

文学史课堂，灌输陌生概念增加了审美隔阂。第二种

是“说评书”讲故事，迎合学生兴趣，侧重名人八卦

绯闻，将语文课堂变成了大型说书现场，好处是使抽

象难懂而略显枯燥的课堂生动活泼起来，不足之处是

导致学生把握不住学习重点，造成审美偏移。第三种

是用科技谈人文，把文学理论、文学发展内容汇编成

章，以相关教学软件作为载体，通过答题正确率来概

括学习效果，好处是抓住重难点教学，事半功倍，不

足是削弱了大学语文的人文功能和美育功能。因而，

让美变成“活的形象”，让大学语文变成“活课程”，

让学生自由活泼地“活着”，是文章研究的思想。故事

化、图片化、游戏化是稚趣美育的重要手段。

( 一 ) 以故事美育实现言语美

说评书、讲故事。说即叙述，在课堂教学的叙述

语言中，学生会有“故事情结”。现代高校教师语言类

课堂的情景化教学，与元代的综合表演艺术杂剧情境

极为相似。首先，能承担“说书式”叙述者的角色功

能。教师扮演说书人的角色，将文学史知识化为故事，

融入人生经验，灵活轻巧地表达出来。其次，要凸显

“复调”式叙述声音的抒情功能。在故事构建传达中，

让学生分辨艺术真实、生活真实、科学真实，追求不

同的审美品质。最后，具有“独白式”表演的姿体美

育功能。无论是普通课堂还是翻转课堂，师生站在讲

台上一枝独秀，都会形成独立的审美空间。

随着多媒体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灵活应用，采用

数字故事叙述成为潮流，视觉传达可将文字转化为图

片、图表、图示、照片等。如对张飞脸和鲁智深脸都

有“燕颔虎须，豹头环眼”的描述，想象力欠缺的

学生，可以借鉴具体的图片和视频复原二人形象。教

师也可采用微课的方式，“用故事来串联知识点而制成

微课视频”，在大的文学潮流故事中，嵌入文人故事，

再嵌入文学作品故事，形成故事链，更好地将故事和

知识融合，沉浸审美体验。同时，鼓励学生将专业知

识、个人经验、审美情趣融入故事，如广告学专业学

生可将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故事运用到旅游景

点解说词中或宣传片拍摄中，增加自由超然的美感。

通过勾连原著改编剧本、设定结局填补情节或独白、

小组合作创建绘本等多种方式，成为新的审美创造主

体，更要求师生将语文中的叙述性语言与“故事思政”

汇融，讲好华夏文明故事，坚定大学生传统文化自信；

讲好中华红色故事，坚定大学生革命文化自信；讲好

中西差异故事，坚定大学生中国文化自信。如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可讲述“孟母三迁”的文学故事，并指导

幼儿进行故事表演，拉近与国学文化的距离。

( 二 ) 以符号美育实现设计美

当代审美多样化，也需要多样符号的课堂构建，

从文学符号、音乐符号、视觉符号、情感符号展开讨论，

创设美的情景，将艺术经典适宜地渗透到课堂中，实

现逻辑美和简洁美。

（1）文学符号。特指审美化的意象、形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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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用新的流行审美塑造人物形象，如“诗仙”李白

是“自恋狂魔”，“曲圣”元好问可以是“嘻哈潮流音

乐人”等。在课堂导入环节这样介绍，就让庄重肃穆

的古人推开时代隔阂的大门，展示真实的放荡不羁、

富贵闲适、矜功苦吟的形象，体会他们反抗封建礼教、

求实进取、惩恶扬善等优秀品质，成为学生的青春

榜样。

（2）视觉符号。文字线条、排列方式、篇章长短

等表现形式，诗词、文言小说、白话长篇小说等体裁

会给人不同的美感，因而要注意教学篇章的选取，诗

词主讲，散文、小说、戏剧选讲。多运用网络资源，

如观看学习通等教学软件讲课视频，查询知网等网络

信息，获取背景资料；或采用表情包传达视觉符号，以

静态图或 GIF 格式的动态图等表达方式，在课堂导入、

课后反思等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视觉符号序列，形成

一种独特的环境语言。视觉符号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情

感难理解、喜好有差别的认知屏障，以图解文，为情

绪宣泄提供更为便捷的途径。

（3）情感符号。指表达抽象情感、逻辑思维的

音乐、绘画等艺术符号。朗格说：“一切艺术都是创造

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音乐符号美育可仿

照诗词音乐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赋予古典诗词生

命力的方式，通过课前三分钟阅读分享，利用口口相

传的音声，在吟诵诗词“我向你学”、阅读美文“我

对你说”等活动中，实现与古人的对话，并发表在校

园期刊上；开展“说说我像谁”活动，使学生对审美

对象产生共鸣，触动心灵，进行个性化的深度挖掘。

绘画符号美育可通过点线面绘画造型，利用思维导图，

快速、有效地梳理知识体系，不断挖掘二级、三级主题，

发现知识美、线条美、逻辑美；通过绘本插图形成发

散的思维模式，以剪纸、手绘海报、Q 版人物动漫等

多种方法赋予色彩含义，丰富人物形象，熏陶学生的

审美能力。

( 三 ) 以游戏美育实现活力美

以游戏美育实现活力美，指在课程游戏中尊重游

戏精神的审美理想，尊重并发展青少年学生的自由精

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完美经验追求等游戏精

神，鼓励学生向主动作为、淡泊名利、正直包容的审

美理想发展。

（1）书写游戏。书写是一种自由的态度，非功利

的审美创造。如对庄子寓言的文字游戏进行认识，挖

掘庄子任性逍遥的人生追求；对明清时的《西游记》

等游戏小说进行探究，幻想出诙谐滑稽的玄幻世界；

《镜花缘》更是以游戏笔法集中展示了古代旅游文化。

从中取材，当代大学生也可把书写当成肆意落笔的游

戏方式，将无意义的笔画转化为具有情理意蕴的审美

创造。一是写作网络游戏小说，借助网络平台发表。

以文学虚构的方式创造想象的游戏世界，构建游戏社

会、游戏人生的新现实，与现实生活建立新的连接关

系，更好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二是开展主

题系列活动，诵写讲演中华经典；三是故事情节接龙，

体会人生如戏。

（2）民间游戏。贴近生活，了解民俗，如昆曲、

剪纸、木偶戏、皮影戏等，这些都是美育的优秀教材。

比如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

请学生上课回答问题，可以手绘梅花图式的九九消寒

图，寓教于乐，美化教学环境；或开展竞赛游戏，玩

转飞花令；或开展歌舞观赏游戏，创编课本剧。音乐

专业学生可以按词谱曲，高声吟诵，美术专业学生可

以灵巧地创设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折出诗词中的动物

景物形象，如孔夫子杏坛讲学图，拉近与古人的审美

距离。

（3）户外主题游戏。可从智能游戏、竞赛游戏等

方面进行。结合校园文化、师表文化，创设墙壁贴画

游戏、实习教师角色扮演游戏、实训楼打击乐游戏，

成为学生乐于接近的存在，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大学生

的审美情趣。结合地方文化、区域文化，激发青年学

生对学校的赞美、热爱、自豪之情。

总之，稚趣新奇伴随一个人的学前、低龄、高龄

学段乃至一生发展。各个学科有不同的审美，但师生

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通过线性序列的语言表达、绘

声绘色的情景体验、百花争艳的审美创造，对大学语

文课堂的感知形成直接体验、认同体验、反思体验三

层次的沉浸审美体验，钻耳入脑修身，可以培养气韵

灵动、经世致用的审美志趣，将实用美转化为灵动

美。[ 作者单位系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金

项目：川南幼专校级课题“大学语文课程稚趣美育”

（CNYZ2021C04）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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