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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融合交互
促进审美鉴赏能力的提高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谈语文美术融合教学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高巧浓

摘要：根据“美育意见”精神，笔者尝试将语文和美术学科进行融合教学，发现美术学科能促

进语文的文字表达能力、夯实文化理解能力；语文学科又能提升图像识读能力、审美表达能力。

本文以小学语文三下第12课与小学美术四下第19课同为《清明上河图》的融合教学为例，浅谈

学科融合提高审美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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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鉴赏能力是指在审美鉴赏
活动中对审美对象进行鉴别、理解
和评价的能力。语文阅读教学课注
重培养学生的感受、理解、欣赏和评
价的能力。不同学科相同内容的融
合，能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一）美术学科促进语文能力
1.看图作文，增强文字表述能力。
语文课标指出，写作是运用语

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
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创造性
表述的过程。绘画与文字如果两者
能很好地结合，还能培养学生的创
造性复述的能力，就能为审美教育
提供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美术课欣赏《清明上河图》时，
笔者让他们根据教材中说一说的提
问（描述即将过桥的船工们的动作
和表情，说说他们是如何各司其职
的？他们能顺利过桥吗？）继续欣赏
汴河码头，关注那只即将过桥但桅
杆还未放下的大船（图1）。

学生们边欣赏边饶有兴趣地交
流着，笔者突发奇想：何不让学生模
仿语文三下第12课《一幅名扬中外
的画》中第4节的介绍，来编写一个
关于这只大船的故事呢？于是，学生
们即兴看图作文，有的孩子从桥上
的百姓和船上的船夫的角度写，有
的从桥上的纤夫、过路人和船夫的
角度写，也有的从附近几乎所有的
人都为大船捏了一把汗的角度写。
无论哪种角度，都写得非常具体生
动，这是对语文阅读课的课外延伸，
对阅读内容进行了再创造。在这过
程中，学生感知丰富的画面形象，运
用联想和想象，内化成情感，以文字
的形式进行记录表达，如此有针对
性的训练，增强了文字的表述能力。

2.图文共赏，夯实文化理解能力。
按照课标修订的主要精神与语

文教学改革的要求，教师必须注重
文化传承与理解。在实际教学中，应
该引导学生认真研读有关介绍，启
发学生对文本人文性历史性有更深

刻的理解和认识。
在语文中有“读文”一词，在美

术中则有“读画”一词，在“读画”过
程中，我们可以读出语文素养中要
求理解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
与含义。

因学生受自身认知水平和理解
能力的限制，对这幅名扬中外的名
画的创作背景和历史价值知之甚
少，对语文教学《一幅名扬中外的
画》中最后一节中“《清明上河图》使
我们看到了八九百年以前的古都风
貌，看到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场
景”这句话产生困惑。这时，引导学
生开展自主研究学习。学生们先是
通过查阅资料和高清版画面欣赏结
合的方式进行，了解“八九百年”指
的是哪段时间？“古都风貌”指的是
哪里的怎样的风貌？图中的生活场
景具体有哪些？然后四人小组交流
汇总，最后，学生代表反馈。一学生
介绍道：“整幅画描绘了北宋都城汴
京水路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清
明上河图》非常写实，时代气息浓
厚，以长卷形式生动地记录了中国
十二世纪北宋都城的城市面貌和当
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有
着文字难以替代的文献史料价值，
是极其重要的形象资料。这图为后
人提供了北宋商业、手工业、民宿、
建筑、交通等详细意象的第一手资
料，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学价值。其
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审美视角，
都使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
的经典……”这堂课中，学生不仅在

“读文”中读出了历史，更是在“读
画”，在欣赏名画过程中反观历史，
既读出了名画的创作背景，也读出
了名画的历史价值。笔者引导学生
图文共赏，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理解
能力。

（二）语文学科促进审美能力
1.图文对照，提升图像识读能力。
图像识读指对美术作品、图形、

影像及其视觉符号的观看、识别和
解读。美术是一门直观的视觉艺术。
美术欣赏·评述课要求学生能与同
学交流对美术作品或生活中美术现
象的想法和观点。

如在教学美术《清明上河图》
时，笔者发现书中图片（中段：繁忙
的汴河码头）所描绘的内容正是语

文阅读教学课中第4节介绍（最有趣
的是桥北端的情景）（图 2），于是在
大屏幕上打开高清版的《清明上河
图》照片，指名让几个学生拿着语文
书上来，把书中第4节介绍到的骑马
人、轿子、运货的小毛驴、欣赏风景
的人都逐一在照片中找出来。他们
兴奋地感受到小小的角落藏着有趣
的故事，小小的人或物画得多么逼
真啊！图文对照后，无形中激发了学
生的参与热情。见时机成熟，笔者便
带领学生观看《清明上河图》复制
品。欣赏完后，描述桥北端这个场景
时，同学们畅所欲言，连人物的面部
神态和细微动作都讲得栩栩如生，
真正感受到了生动细致、人物传神，
体会到了名画很高的艺术价值。语
言文字是鲜活而有感染力的，加上
画面的故事性很强，促进了对美术
作品的观看、识别和解读。此过程，
正是利用图文对照，学生们的图像
识读能力得到了提升。

2.句式助力，提高审美表达能力。
美术欣赏是一个观察体验、品

味感悟作品的过程。其间，学生往往
通过感知、分析、理解、评述，从而获
得审美享受，提高审美能力。此时，
教给学生一定的学习方法非常重
要。

同样在描述画家笔下的场景
后，教材要求学生选择画卷中的服
饰、交通工具或建筑谈感受谈认识，
此时好多学生一言不发。深究其因，
不是学生不想说，而是学生不知道
从何说起。于是，在引导学生欣赏
前，笔者先要告知他们任务和方法，
再借助一定的句式，选择某一方面
来谈谈自己的认识。因为有了句式
助力，给学生指明了观察和思考方
向，他们的描述言之有物，感受深
刻，理解到位。有了句式助力，有据
可循，学生们表达自己的感受与认
识也就水到渠成了，在润物细无声
中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表达能力。

总之，不同学科相关内容的融合，能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笔者通过看图作文，增强文字表述能力；图文

共赏，提升文化理解能力；图文对照，提升图像识读能力；句式助力，提高审美表达能力这些途径，进行了语

文与美术学科融合的实践探索，从而提高学生审美鉴赏能力。

缘起

2020年10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其中
提到了“学科融合”。它
指承认学科差异的基础
上不断打破学科边界，
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
交叉的活动。

笔者从事小学语文
学科和美术学科教学已
三十年。在教学中，笔者
发现语文与美术从来就
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
二者在美育方面存在着
诸多共性，如美术学科
的图像识读、审美判断、
文化理解这三大核心素
养与语文学科的审美鉴
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
理解这两大学科素养有
着紧密关联。

具体教学中，笔者
思考：语文美术两门学
科是否可以互相借鉴，
相辅相成呢？

分析

对统编版十二册语
文教材和浙美版十二册
美术教材进行梳理后，
笔者发现语文美术学科
可以跨学科的可融合点
涵盖到各个年段，涉及
到语文学科的识字、阅
读、习作、口语交际和综
合性学习五大领域，也
涉及到美术学科的欣
赏·评述、造型·表现、设
计·应用及综合·探索四
大领域。

本文以小学语文三
下第 12 课与小学美术
四下第19课同为《清明
上河图》的融合教学为
例，浅谈学科融合提高
审美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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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文与美术学科融合
提高审美鉴赏能力的实践初探

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