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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育是指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教育，也是审美教育，它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能力教育。从美学的角度讲，

德育的目的应该是通过说服、教育、管理、影响、感化等多种方式把学生塑造成美的人，使他们既具有相貌、体态、服饰、行为、风度等方

面的外在美，也具有精神品质、心灵和情操等方面的内在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生活、做人，使其健康快乐地成长，并以此激发学生的学

习创造性，加强学生对美好事物的审视力，培养学生正直、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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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与德育是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德育

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学科是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重要科目，

美术教师不仅要传授美术知识，更要把德育科学合理地在美术学科中渗

透，将德育与美术教学相整合。 

1 创设美术教学情景，将德育融合到美术课堂中 

美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多关注学生的班集体荣誉感方面的教育，

引导学生建立健康积极的审美意识，将美育与德育融合起来，让学生健

康成长。 

1.1 充分利用恰当的美术课题融合德育 

笔者在讲授人教版美术二年级《友谊卡》这一课题时，通过制作友

谊卡，学生把对好朋友的感谢，都體现在卡片里。为了让朋友更喜欢自

己的设计，学生会深思熟虑，设计的图案和画面的风格都符合朋友的喜

好。在制作卡片之时，教师不仅让学生给好朋友制作，还要为平时在班

级与自己有小矛盾的同学，也制作一张“友谊卡”，出乎我的意料，同学

们竟然主动承认起自己的错误来，这样两个人的小矛盾转化成了一种来

之不易的友谊。这节课的内容又延续到了课下，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又

制作了多张“友谊卡”，同时，还有送给老师的“感恩”卡。笔者将此课，

录制成了参赛课，参加了黑河市赛课活动，取得了优异成绩。 

1.2 在欣赏优秀的美术作品中融合德育 

欣赏课是美术课的必修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鉴赏能力、美术能力

的途径。所以，在欣赏课中渗透德育，不仅能使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和自

身素质，还能增加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如六年级上册“中国画与油画

欣赏”中徐悲鸿《田横五百士》这幅作品，其创作背景是 1927 年秋徐悲

鸿回国，当时正值蒋介石叛变了大革命，祖国灾难深重，他痛恨国民党

反动统治，痛感知识界不少人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丧失爱国者应有的

气节，所以时代召唤“威武不屈”的“高节”。《田横五百士》就是在这

种形势下于 1927-1930 年创作出来的。画家着意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

惜别的戏剧性场景来表达他对社会正义的呼唤。在介绍完创作背景之后，

我适时地播放幻灯片和音乐，很多学生都受到了震憾。 

1.3 在体会我国民间艺术品中融合德育 

要想运用美育的手段达到德育的效果，首先必须注意培养学生对美

的感受、认识、辨别和鉴赏的能力。其次作为教育者，必须善于引导学

生去认识美，使学生对艺术作品产生共鸣。例如，在我国特有的民间绘

画、民间工艺及国画教学时，我往往会追溯历史，把劳动人民的聪明才

智和我国特有的绘画方式（国画）的神韵，赏析艺术的要点向学生进行

介绍，让学生在“美”中自然领悟，建立自己对美的正确认识。在创作

美术作品的时候，学生能将这些感悟带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培养他们

认真思考的态度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德育工作与美术教育结合的误区 

学校是德育的主阵地，要把美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只传授知识不

塑造心灵，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才。然而，在学校教育中，美育未受到应

有的重视，并且美育的实施途径比较单一。我们在强调德育重要性的同

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育不等同于美术教育，他只是美术教育的一

个方面，两者在融合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误区和弊端。 

2.1 部分美术教师为了创设轻松的美术课堂学习气氛，会使美术课

堂的教学氛围过于游戏化，过度体现了美术课堂的活跃气氛和游戏色彩，

在这个基础上将德育教育进行融合，就很难达到预想的美术教学目的。 

2.2 美育不是简单的艺术技能的教育，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

产生注重传授美术技能进而忽略了对学生生活中审美意识的培养和对美

育延伸的德育教育工作。 

2.3 美术教材中德育的渗透滞后于教改工作的发展。其一，思想品

德课已经列为单独的科目，而美术教学不同于其他科目的教学，主动权

掌握在教师手中，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教学体系。其二，教师在完成

教学任务时，按照大纲的要求，只是在教学形式和手段上采取了多种方

式。 

美育，旨在育人，它不单纯是为培养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创造型的新人。美术课堂活动，不但可以增

强孩子的自信心和培养他们的好品格，还可以使孩子放松身心，获得心

理平衡，保障心理健康。调查资料表明，在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中有 25%～

30%心理上是不健康的。不少孩子的主观反映与客观刺激极不一致。他们

执拗、任性、无理取闹，自理能力极差和不自信，这种心理上的不健康

是长期不良教育形成的。不良教育起初造成孩子心理上的消极、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的反复出现，就慢慢地固定下来，变成不健康的心理，而学

习美术可以克服这种不良教育的影响。让孩子自由画画，也是使孩子的

心理获得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而绘画，特别是自由画，是孩子心理的

自诉。孩子平时无法表露的内心矛盾可以从中得到发泄，使心理负担减

轻，有利于保持心理健康。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就是要将德智体美教育融合在一起。美术教

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观察力和想象力，更要充分挖掘美术

教材中的德育因素，巧妙地将德育渗透到美术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美

术的同时，受到高尚情操的熏陶。美育的开展，是一条漫长的路，教师

只有注重细节引导，坚持美的启发，才能让美育真正渗透到美术教学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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