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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作为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必须通过教育教学实践的培养才能得到提升。在“语言

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

化传承与理解”等核心素养中，“审美鉴赏与创造”贯穿于

语文阅读与写作学习的全过程。以审美鉴赏与创造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在读写活动中发现审美对象的艺术真实，对提高学

生审美鉴赏和创造等核心素养有积极意义。

一、读写贵在有所发现：“得意”与“会意”

以语文知识学习为指归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时代，

以“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学习为经纬构建

教材体系，支配语文教学，这样极端化了的工具性忽略了语

文学科的人文性和综合性。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为起点，尤其是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为标志的新课程标准时代，把语文读写活动提升到

“审美鉴赏与创造”的高度，这是对传统语文教学与读写活

动的革命性的超越。“语言建构与运用”固然重要——那是

大厦的基础；而以经典文学文本为主要学习内容的语文课程

和语文教学活动，绝对不能满足于词、句、段、篇等知识的

积累。落实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的培养，是提高核心素养的

必然要求。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是否得到应有发展，直接影

响到“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文化传承与

理解”等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与提高，也必然影响到学生创

造性思维的发展和人格塑造。

经典作品是生活法则和艺术法则的概括或集中体现。对

经典文学文本的鉴赏，必须把握艺术虚构的本质。文学艺术

是虚构的艺术，而学生最难把握的就是虚构的真实性，学生

须知虚构乃艺术法则。阅读经典作品，无一例外地需要开掘

作品的微言大义和概括意义，强化审美体验、深化理性认识，

而帮助学生进行审美发现即“得意”则是关键。引导学生“得

意”与“会意”，开展审美鉴赏活动，概而言之，需要妥善

把握好如下几对关系：

（1）把握“意”与“物”的关系，完成审美构思。审

美创造需要对审美创造过程有基本的认知。比如，想让少有

创作经验的学生把握艺术真实，需要让他们先明白“物”与

“意”的关系。郑燮画论中“胸中之竹”就是“意在笔先”

（即先“得意”）。而“意”之所得首先又在于观察：“晨

起看竹”，而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故曰创作贵在先“得

意”。“得意”即生活真实内化于心，若再能外化于行，即

把情思诉诸文字或者画面，便是艺术创造，应十分重视由观

察而后“得意”的过程。“得意”（立意）而后“画竹”（作

文），不论是写实还是创造，无疑都需要遵循从感受到升华

认识的基本认知过程。有无这一过程——在经历感知的过程

中是否能够升华认知——有无此种认知，能否顺利完成审美

构思，能否进行文质兼美的表达，这正是教师引导学生开展

审美鉴赏与创造活动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2）把握“形”与“意”的关系，促进审美表达。阿城说：

“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有‘意’，行之以‘像’，达到

‘意象’。”然而，“意”不能扔掉语言这个外壳而独存。

陆机说：“每自属文（撰写文章）……恒患意不称物，文不

逮意。”显然，“意”（所立之意）和“物”（客观对象） 

之间存在差距，要让学生明白构思与表达之间存在的矛盾，

并通过炼意和表达专项训练，达到“意能称物”的要求。倘

能如此，便可进入审美表达和创造性表达的境界。  

二、把握虚构的真实：“无为有处”与“着我之色”

学生作文是否可以虚构（始终伴随着想象活动），答案

当然是肯定的。肇始于 20 个世纪末的“新概念作文”，对

崇高情感、创造力、想象力的追求，可以视为新世纪语文教

学改革对人文性和审美性追求的先声。事实上，直到《普通

以审美鉴赏与创造为切入点，创新核心素养培养途径
张传福

摘 要：作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鉴赏与创造”这一理念与范畴明确指向提升核心素养

的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也是教与学的活动结果。文章以审美鉴赏与创造为切入点，开展核心素养的培养探讨，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实践层面探究以艺术真实为核心的审美鉴赏与创造活动的方法，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实现学生人格塑造的重要途径。 

课题项目：本文系怀化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HHS18JK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传福（1961—）男，湖南溆浦人，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高级讲师，本科，研究方向：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0-09-01 文章编号：1674-120X（2020）29-0025-02

关键词：审美鉴赏与创造；艺术真实；核心素养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怀化 418005）



语文课堂

026

2020 年 10 月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面世以后，“审美鉴赏

与创造”才作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进

入审美创造层次的作文教学，就应该鼓励学生在构思中有大

胆虚构，叙述中有丰富想象。

（1）基于“无为有处”虚构真实。陆机说：“课虚无

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大意是：依循想象虚拟的东西来

回应现实存在，有关寂寞内心的表达，其实是现实生活的回

应。古人早就知道运用虚构表达内心复杂的情感。作家创造

性的想象使艺术之花绚丽绽放，作家独到的想象赋予作品以

灵魂。此时，虚构和想象比“事实”更重要。“假作真时真

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假作真时”这一“真”一“假”

告诉我们，作者所叙之事是“假”（即虚构，未必真有其事），

但其中道理和情感却是真；而“真亦假”云者，是告诉读者：

你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所谓“事实”，未必是真，很多都是

假象。曹雪芹的叙事伦理一语道破艺术虚构和生活本质的辩

证关系。 

余华有一种观点：“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

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崇高是多么突

出。”“为内心写作”说白了就是虚构，是用虚构概括创造

的“另一种生活”，它未必等同于现实生活。因此，为内心

写作，即写真情实感，并不等同于胡编乱造。明乎此，指导

学生开展文学经典的鉴赏和创造性写作活动时就有了方向。

（2）基于“着我之色”的艺术想象。庭院中的竹子也

许无甚可观，但经由画家创造（想象）却充满诗意，因为胸

中之竹，已不是眼中之竹了。“胸中之竹”已“着我之色”，

是再创造。正因为作家靠丰沛的艺术想象，表达了自己独特

的艺术感受，才使作品倍增艺术魅力。“着我之色”的创作，

虽然基于观察，但不是照相一样记录物象，而是用创造的意

象表现心灵的真实，是表达内心真实的艺术创造。罗丹说“照

片说谎，而艺术真实”，说的是同样的道理。教师指导学生

运用想象和虚构进行写作，不妨从创作论（强调艺术概括）

的高度加以引导，如此，才不至于让学生误入胡编乱造（想

象和虚构缺乏艺术真实）的歧途。    

三、把握倾向性，落实人文性

如何让学生“戴着镣铐跳舞”学习“自由”表达，这是

高考作文值得恒久探讨的话题。所谓“镣铐”即材料作文规

定的倾向性，根据材料的“三自”作文（角度自选、立意自

定、题目自拟），其立意角度不能偏离材料内涵可能的指向，

否则即偏题。倾向性是所有作品存在的意义。语文教学使人

文性落到实处，以审美创造为课程标准的写作教学，就可以

有所作为。

（1）教材的倾向性决定教学的倾向性。鲁迅的《阿 Q

正传》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在 2002 年人教版语文教材第

五册中都是必讲的重点课文，而 2004 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教

材却将它们移除。全社会乃至语文界的“去鲁迅化”现象早

已为人诟病，《变形记》《等待戈多》等西方现代派作品被

移除后结局如何？今年一篇《生活在树上》的高考作文引发

质疑和广泛讨论，其“晦涩难懂”与所谓的“文风问题”暂

且搁置不论，其中不俗的思辨与认知，应是人文教育的收获，

令人欣慰，而很多论者却忽略了这一点。语文教学必须远离

浅表化、反智化和唯工具论，突出人文性。教材是人文性的

重要载体，倾向性彰显人文性。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附录 2“整

本书阅读与研讨”的课外读物中，还是推荐了鲁迅的《呐喊》

和《彷徨》，但这与必修和必读课文中保留《阿 Q 正传》

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其中更不见现代派作品的踪影。面对

考生《生活在树上》这种因为喜爱或深受现代派作品影响而

写成的作文，评估者又不得不用满分来激赏它，删除现代派

作品的不合时宜与矛盾性立马凸显。用宽广的人文情怀拥抱

文学经典，重视学生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的培养，人文教育

定能取得更大成就。

（2）审美发现与审美创造都有倾向性。首先，教师要

善于引导学生从审美发现进入审美创造，没有审美发现即没

有审美创造。以意境创造、形象塑造、情节虚构为特征进行

语言建构的作品（如小说等），其共性是倾向性较为曲折隐

晦；而散文、论说文、演讲等文章的学习，其倾向性往往比

较显豁。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曲径通幽和发微的过程即审

美发现的过程。其次，在审美创造中深化审美体验，升华审

美情感。诗歌创作往往以抒情为己任。作为抒情文体，其内

容无疑具有很强的主观倾向性；而落实人文性，无疑要把握

其创作倾向，把诗歌的主观倾向性寓于意境之中。王国维认

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典型的“无我之

境”。事实上，写入文本的所有文字都是有倾向性的（“与

世无争”即作者的倾向性），更不用说“着我之色”的“为

情造文”之文了。思绪无羁，灵魂有家，都是为了表达“此

刻”的内心“真实”。再次，在审美创造过程中德育之花悄

然绽放，人格塑造悄然进行。人格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也在

自我修炼和审美创造过程中形成。“风格即人”，作家的创

作风格不仅是创作特色的标志和标签，也往往是人格的折射，

它是写作的必然结果。

教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不同体裁、不同主题（倾向性）

的作品进行有效的分类导读，通过强化主题（倾向性）教育，

在把握艺术真实的过程中落实人文性；再通过课内外系列写

作训练，有效引导学生进行创作体验，这对培养学生的语文

能力，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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