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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美学”跨学科教学实践探索 

——以《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教学实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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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为课例,从访建筑、观舞剧、画导图、品诗歌、绘画作、评雕

塑六个环节设计教学,引导学生通过“美学之旅”读懂参透文本的同时,将重复与变化的艺术创作原则应

用于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学习。 

[关键词] 《千篇一律与千遍万化》；跨学科；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根据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语

文学科特点,为了更好地服务专业课程,

教师本着同课异构的原则设计教学,即

为不同专业的学生量身打造不一样的语

文。本文以《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为

课例,从“语文+美学”的角度探析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语文跨学科讲授。 

1 访古建筑群,探寻美记录美 

2020级数字媒体技术新生,〇五后

群体,求新求变,个性鲜明,动手能力强,

喜欢绘画,善于读图,开设美育和素描两

门专业基础课,但学生缺少主动的人文

审美意识和文化底蕴。《千篇一律与千变

万化》是一篇谈论建筑美学中重复与变

化原则的文章,文中涉及音乐、绘画、建

筑、舞蹈等艺术形式,内容丰富活泼,对

该专业学生有很强的针对性。徐州户部

山古建筑群是苏北乃至苏鲁豫皖接壤地

区少有的一处古民居建筑群,它反映了

古城徐州明清数百年的建筑风貌。预习

阶段,教师下发“走访户部山”的小任务,

要求学生用画笔展现户部山的美貌,选

用美篇或抖音制作成多媒体作品发至超

星学习通,提交预习作业。选择徐州本土

文化元素为资源,一是学生熟悉了解,更

能激发兴奋点；二是预习作业形式不限,

学生可以各取所需,发挥强项,缓解了部

分学生作业畏难的情绪。教师抓住第一

个着力点,采用“语文嵌入专业技能,跨

学科创意表达”的理念,开启了本课跨

学科的教学尝试。 

2 看芭蕾舞剧,发现美欣赏美 

课上,教师播放俄罗斯皇家芭蕾舞

剧《天鹅湖》的精彩片段导入新课,诗情

画意的仙境场景、沁人心脾的音乐旋律、

美轮美奂的舞蹈动作和经久不衰的浪漫

爱情主题,迅速把学生带入课堂。欣赏完

毕,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引起思考：“小天

鹅为什么经久不衰”。接着便把话语权归

还学生,要让想说、能说、会说的孩子学

会充分表达,要让怯懦、腼腆、内向的学

生学会倾听。鼓励全体同学头脑风暴,

写出1-2条理由,多数学生都能自圆其说,

答案丰富多彩,合情合理,主要提炼如下

几点：①《天鹅湖》的故事取材于童话,

它的情节吸引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观众

喜欢这个美丽的爱情最终团圆；②它的

舞蹈、音乐、舞台、服装简直完美无缺,

给人高雅华丽的视觉感；③它是音乐巨

匠柴可夫斯基倾注毕生热情所创作的交

响乐传奇；④演员们精湛的芭蕾舞技和

优雅的风范铸就《天鹅湖》经久不衰的

艺术魅力……抓住学生精彩的发言和难

得的专注力,教师及时奖励,课堂发言

100分大派送,每个同学都加分,同时提

出一个加分项的问题,进一步接近《千篇

一律与千变万化》的主题,问题是“在艺

术形式上,你的眼睛和耳朵发现小天鹅

的特点了吗？”。这一问题明显PK掉多数

学生,但总有意外的“观众”给人惊喜。

“它的音乐和动作整齐划一,变化不大,

好像在重复,很好模仿”。显然,这是今天

课上的佼佼者,也是教师的最佳搭档,这

极致的回答让艺术的重复与变化这一话

题由此正式开启。 

3 画思维导图,挖掘美设计美 

为了使文章结构和内容在学生头脑

里形成立体感,更好地内化于心,提高阅

读的有效性,培养高品质的阅读素养,教

师要求学生根据文本和个体解读绘制一

张思维导图。图说课文,理清思维脉络,

勾勒知识结构,完整系统且个性化的阅

读是教师这节课的第二个着力点,也是教

师强调重点和突破难点的有力手段。在阅

读的基础上,思维导图大大激发了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设计构图是多媒体技术专

业基础课,在语文课上发挥强项,绘制设

计能力进一步训练强化,对增进学习成

就感大有裨益。在导图和课文之间圈画、

描述、提炼、梳理,完善,关键词、核心

内容跃然纸上。学有余力者,借助自己的

美术功底点缀插画,上色。第一课时,学

生无师自通,文中提到的“鳟鱼”、“清明

上河图”、“放牧图”、“人民大会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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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颐和园”等在导图中都有体现。并

能清晰地归纳出包括《天鹅湖》在内的所

有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等艺术形式都

遵循重复和变化的美学原则。信息综合处

理能力和创造性地思维能力是本节课学

生最大的收获。为了实现语文与生活的无

缝对接,教师继续让学生找出重复与变化

的美学规律在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体现,大

家发现穿衣打扮、室内装潢、网页制作、

封皮设计、西安兵马俑雕塑等领域都是变

与不变的统一体。 

4 品中外诗歌,融合美点评美 

优秀艺术作品的要素之间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或重复,或变化,都是按照一

定的规律有机地结合成为整体,繁杂的

表象背后有着统一,在统一中又追求一

定的变化,运用这种和谐统一的规律指

导我们的艺术创作。那文学世界也是如

此吗？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在语文世界

里文海拾珍,找寻千篇一律的重复和千

变万化的不同。总有些学生兼具灵气与

悟性,一眼瞄准诗歌,立刻回应“硕鼠硕

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

鼠硕鼠,无食我苗”。显然,大家对《诗经》

的诗句熟悉且敏感,教师随机将知识直

接迁移到《诗经》章法形式的讲授上,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最显著且

重要的特征就是诗句的重章复唱,诗歌

虽然由若干章节构成,但章与章之间字

数基本相同,只对应的变换少数字词,反

复咏唱,这种叠咏体,是民歌中常用的样

式,其表达的情感单纯而深挚,反复咏唱

更能让诗者充分抒情达意。《诗经·秦

风·无衣》也是一例,采用重叠复沓的诗

行生动地表现出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

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还有同

学以余光中的《乡愁》和戴望舒的《雨

巷》佐证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中的重

复与变化现象,并分享了自己如何在百

度网站用关键词高效搜索信息的方法,

这一触手可及的能力迅速扩散到全班,

很快就有同学在班级语文学习交流群里

发来截图,展示的是惠特曼的一首英文

小诗。同学们不仅知道了诗歌和音乐、

绘画、舞蹈、建筑等艺术作品一样,在创

作中讲求重复与变化的统一,也对诗歌

理论中的“音韵重复”、“词语重复”和

“结构重复”的创作技巧知晓并掌握。 

5 再精雕细琢,创造美传播美 

至此,《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已穿

透纸张,同学们对艺术创作中重复与变

化的美学原则印象深刻,如果能使课中

任务与课前任务遥相呼应,既能使预习

阶段的作品雏形进一步润色完善,也能

使理论知识在实践应用中真正落地,达

到学以致用的最佳效果,所以在上一环

节小组讨论过程中,教师已经搜集并筛

选出课前学生完成的“户部山古建筑群”

手绘作品中最优秀的5份,这是本节课最

重要的教具,一一下发给五个学习小组,

以小组集体任务的形式从重复与变化的

美学视角修改或重新绘制一幅手稿图。

经过了短暂的美学之旅,多数学生有了

更深、更新的感悟,或提出古建筑群灰砖

瓦墙不宜使用彩色,或提出屋、檐、阁、

窗应画出统一的风格又要区别表现其差

异……,这种学习中的反思和优化体现

了这节语文课的高效。在初稿的基础上

锦上添花,很快五个小组长展示出集体

智慧的结晶,在“我口说我手”环节,由

小组长推荐一名能说会道的组员,可以

推介户部山旅游景点、可以宣讲本组创

作理念和作品亮点、可以汇报两课时的

学习体会,旨在锻炼同学们口语训练的

能力,你说、我听、他评,在循环点评中,

每幅作品取长补短,互为参照。缘于语文

教师毕竟不是美术科班出身,难以从专

业的角度给出合理的指导,征询大家同

意,将美育和素描两位老师请进学习群

课后做专业点评。 

6 开文化视野,审视美理解美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戴维·珀金

斯(David N.Perkins)教授曾提出：学习

有现实和超越现实两种实用性。现实的

实用性包括修理轮胎、准备面试、检查

你打算购入的房屋有没有闹白蚁等；而

超越现实的实用性则设计我们如何投身

于世界之中,包括接触这个世界上的艺

术、人、历史、未来、不幸和希望。超

越现实性的实用性影响了我们大半的人

生并且关乎生活的质量。本着这一最新

教育理念,秉持拓宽视野、拓展能力为原

则,在课后作业的布置上设计分层任务,

让乐学者更强,鼓励学生去探寻一座重

复与变化的浮雕,世界上最大的寺庙建

筑群——吴哥窟,于次日课上娓娓诉说

它的前世和今生,旨在引导学生拓展视

野,通过视觉审美,学会体味生命底层的

张力和人类文明之美。 

国学语文,这门最古老的学科,兼收

并蓄,集思想教育、审美教育、情感教育、

文化教育、思维能力培养于一体,语文课

与生俱来带有跨学科、跨领域的优势条

件。作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参与者和实

践者,语文教师应该有意识和自觉地地

将丰富的自然、人文科学内容融入语文

听说读写的教学过程中,用“语文+”整

合语文,让语文课变得“厚重”,让学习

者乐学语文,筑好生命底色,使其文化更

厚实、内心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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