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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美育之于农村小学的意义
蔡秋萍　温美婷

（韶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摘要：美育又可称为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它是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培育全面发展的人具有重要作用。实施美育可以提

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在农村小学，要正确处理美育与其他各育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它在素

质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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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施美育对学生有着诸多好处，它可以启发学生的心智，

抚慰学生的心灵，给予学生美的享受，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创造能力。同时，

美育活动对于学生构建健康的精神世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能够

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随着社会物质的丰盈，人们越发倾向于精神方面的享受。而

学校美育侧重于学生心灵、精神上的发展，自然也受到了许多人

的关注。

近来，教育部多次表示学校要发展学生的道德情操，培育学

生的心灵美，培育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为更好的培育时代新人，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国，推进民族文化自信，在教育中

实施美育势在必行。

一、以美育美，提高审美能力

美育是一种不同于传授传统知识的教育，它可看作是一种情

感教育，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作用。

近来，审美教育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培养良好的审美素养成为

全面提升自身的重要基础。

“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

的人。”这句话显示了一个道理：想要享受艺术就必须有一定的

艺术基础，只要有相应的基础，哪怕是丁点“皮毛”也有助于享受。

而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能够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能力，有利于审

美能力的培养。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学校美育实施状况参差不齐。然而经过调研，我们发现超过 90%

的农村小学教师都认可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可对学生审美能力产

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审美能力的提升通常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积累审美知识和审美经验及创造美。清远市永和中心小学属

于美育发展较繁荣的学校，它开设了众多独具特色的活动，如校

园十大歌手、争做校园文明之星、贴画大赛等。据校长介绍，美

育活动开展有许多益处。

就学生自身而言，他们可以在活动中认识到“美”，也能够

增加对“美”的体验。比如在贴画大赛中，让学生使用学校的银

杏叶子，去制作贴画。

在这个活动中，学生自由发挥，可进一步培养想象力，激发

创造力和加深审美体验。美育活动的开展不仅仅能够让他们有机

会去发展自己的特长，更是使他们的校园生活多了许多的趣味。

美育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蕴含在各类活动中，同

样在存在于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学中。如在小学语文课堂上，讲

授《山行》一诗文时，教师讲解生字词后，可播放轻缓柔和的音乐，

营造一种宁静恬淡的氛围，指导学生想象寒山、石径、白云等景

物构成的画面，让学生就诗文内容进行画面的创作，引导学生欣

赏古诗中蕴含的“美”，借此训练学生对美的判断和欣赏能力。

小学数学也具有美。

首先是图形美，美蕴含在各类图形里，如对称的美，平移的

美和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平面的美。

其次还有方法美，一道数学题对应的解题方法不乏几种甚至

于十几种，这种活跃的思维方法难道不是一种美吗？

数学的美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打个比方，绝大部分

人在穿衣打扮时，都会选择视觉上较为对称的衣服。

在学科教学中，教师可在各个细微之处使用“美”，如多媒

体课件中的颜色的和谐搭配、字体字号等，学生在无形中受到美

的感染，审美能力自然也会得到提升。

二、以美育善，提升道德能力

思想品德素质是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提高学生的

思想品德素质向来都是学校德育工作开展的意义所在，而美育则

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道德内容或善性其实是内储于主体心理结构和外储于美的

事物的形式之中的。这种内储通过审美活动得以唤醒、外显、现

实化。”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审美活动作为一种手段帮助我们得到

善性，同时也表明审美活动也参与内在善性和外在善性的转化中，

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审美活动来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以美育善。

如在小学语文三年级的口语交际《我身边的“小事”》的教

学过程中，教师通过举例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并让学生了解不

文明行为的后果，进而让学生通过讨论、交流，分享生活中让人

感到友爱的行为，引导学生向善，体悟生活中的美。

通过教学，让学生明白做好人好事的好处，进而让学生在向

善的过程中体验美。比如说学生在公交车上给需要的乘客让座，

得到了他人的赞美，这时学生的向善的积极性就会提高。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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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是存在“美”的，学生通过这种“美”的熏陶，使人向善，

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

蔡元培曾经在书中写道：“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

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

可辅道德以为治。”

美术是属于美育的表现形式之一，美术课程可以培养人的道

德品质，使人向善，但美术课程中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不是通过

具体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学情境的熏陶、艺术形式的感染

来培养学生的道德能力。

2011 版的《小学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课程追求人文性。

现代人文精神具有时代特征，其核心就是学会成为一个有良知、

有智慧、有修养的人。

成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就是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而道德修

养是要通过情境的熏陶来提升的，美术课程作为重要的艺术形式，

学生可以在课程的学习中得到美的熏陶。

如在小学美术课《平凡的美》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分享自

己或他人做好人好事的照片或事例入手，让学生学会欣赏平凡生

活中的美，还可以引导学生向善，做好人好事。

通过小学美术课程的教学是可以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也就

是说明了通过美育课程、美育活动是可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能力，

达到以美育善的效果。

据全国家庭数据发布，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占比超过 33%，

这表明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些留守儿童的监

护人大多是由隔辈抚养，这些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往往不高，对于

孩子的教育只是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对于其他方面的事情很少

过问。

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教育的重要性就发挥出来了。对于

全面发展，是以“德”在前面的，这也就表明了“德”之于人的

重要性，是比其他各育相比最为重要的，是一个人之为“人”的

前提。

道德能力的培养并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通过长期的感染、

学习才能提升。美育是一项深入人类思想的教育，通过对学生内

在心理的培育，陶冶其情操，提高其道德修养，这对一个人的成

长甚至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

三、以美促思，培育创造能力

美与创造似乎是一对双生子，当人们谈论美的时候，往往离

不开创造。在社会中，美可以大致分为自然美和人造美，而这两

类美的欣赏都要依赖于人类的想象创造能力。“美学和艺术中享

有的自由正是科学中可以依靠的和借用的钥匙和拐杖”。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重大的科学革新往往会和重大的艺

术活动相联系。如西欧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这次空前绝后的大运

动是一次伟大的艺术革新，更是一次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性运动。

这场起源于意大利乃至影响整个欧洲的运动，在文学、经济、哲学、

科学等领域都掀起了波涛。

从个人角度出发，美与创造也不可分割。著名艺术家达芬奇

爱好艺术与科学，他绘制了点燃现代机动车发明之火的达芬奇机

械车。爱因斯坦主张科学与艺术不分家，提出用美学的观点去从

事科技研究工作，最终发现了相对论理论。天文学家开普勒在他

家乡的歌曲《和谐曲》得到灵感，经过大量的查阅书籍和多次计算，

提出了行星运动第三规律。这些无不显示着美育有利于科学创造

的推进。

陶行知先生提出六个解放，即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眼睛、嘴、

空间和时间。学校实施的美育活动多是符合学生天性，具有趣味

的。在活动中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进行创造，这符合“六大解放”

的呼吁。

对于尚在成长的儿童来讲，美育是培育创造力的最佳路径。

处于成长期的儿童无疑都是 "创造小能手 "，他们有着充沛的创造

活力。然而儿童的创造活力往往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丧失，而

连贯的美育，能够帮助儿童在成长中保持创造活力。

在美育活动主张儿童主体性的发挥，尊重其尊严，并鼓励其

多多尝试和创作。一切艺术的原型都来自于生活，对生活认真观

察才能够有艺术创作的原材，而同样的物象在不同的学生眼里会

产生不同的感受，这又缘于他们生活经历、生活经验的不同。然

而如果教师不加以引导，学生就不会有独特的观察。

如在一节好的美术课中，为了让学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创

作出具有自己韵味的作品，教师往往都是教授学生画画的技巧，

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想法创作一幅画作，而不提供范画。

当然，当有学生出现无从下手的局面时，教师会给予适当的

指导，帮助其进行创作。在一堂优质的教学课上，老师扮演着指

导者的角色，负责教授方法，学生则是课堂的主体。美育活动凸

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有机会去按照自己的兴味发展，利

于活跃其思维，增强创造能力。

四、结语

美育可以提高审美能力、提升道德能力、培育创造能力，美

育之于人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培养出真正的“人”。对

于农村地区来说，受到经济和区域等条件的限制，教育的发展相

对较为落后，美育的实施也较为薄弱。对此，为培育时代新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国，推进民族文化自信，为培养出有高

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在教育中实施美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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