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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利用美术鉴赏课程促进学生德育发展的思考
顾新强

（昆山市周市高级中学，江苏 苏州 215300）

摘要：在高中教育体系中，美术教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美术鉴赏教学既能满足高中生的学习需求，又有助于培养高中生的全

面发展能力，将美术鉴赏教学和德育有效融合对提高中学生的综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高中美术鉴赏课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

本文重点分析了高中美术鉴赏课的相关问题，进而探讨如何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渗透德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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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美术欣赏教学和德育有效融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挖掘美术鉴赏教学中的德育因素，例如在引导学生欣赏画作时，

引导学生关注作品中的德育因素，创新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欣赏美术作品，

分析、发现美术作品中道德因素，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鉴赏力和道德修养。

一、美术鉴赏的重要性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术就是表现大自然的俊美的一门

学科，美术通过画笔将大自然的美展现出来。美术鉴赏是美术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欣赏美术作品艺术表现力的一种方法，既

包括欣赏作品时的直观感受，也包括结合作者创作的历史环境和

生活环境以及运用美术语言理解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古今中外，每一件美术作品，无论是画作、工艺制品、雕塑、

建筑，等等，无一不传达了作者向上、向善的人文情怀，传达出

作者的艺术视野。

将美术鉴赏和德育进行结合，使学生在进行美的陶冶的同时

树立正确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点，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这

也是“五育并举”的具体践行。

二、美术鉴赏与德育融合的意义

（一）美术鉴赏陶冶情操

“读”一幅美术作品，也是读文化内涵的过程。美术作品中

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在欣赏画作时，学生可以欣赏出作品中

传达出的作者的精神气质和审美理想。

如中国古代美术作品元朝倪瓒的《六君子图》，作品创作于

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而作者是一个汉人，画面有大量留白，画

中的树傲然挺立，像君子一样，也展示了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在

精神层面与蒙古人的对抗，对汉人文化和品质的坚守，作品中呈

现出的“空灵”“淡泊”“超逸”“高洁”“孤傲”正代表了作

者的性情和审美、精神追求。

通过这种美术作品鉴赏，学生品读出作者的人文情怀和道德

情操，这种情怀和情操就是美术作品的德育价值。

（二）美术鉴赏培育个性

每一件美术作品都独具特色，都代表了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

品质、价值追求。美术的艺术价值来传递人类最基本的气质。这

种价值追求和个性体现也是所有文学作品、音乐作品以及美术作

品传达的最基本的人文情怀。

例如，在中国美术作品史中，徐悲鸿的“马”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他的《战马》《群马》《奔马》等作品均以马为主体，或骠悍、

或勇猛、或忠实，无论马儿是奔跑、漫步、站立都充满了充沛的

生命力，无不潇洒淋漓。

这种磅礴大气和潇洒淋漓成为徐悲鸿艺术作品中最具特色的

传达，而他的这种艺术追求也感染、激励着无数欣赏者。

（三）美术鉴赏传递民族大义

优秀的美术作品传递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推动

着民族不断奔向一致的价值追求。早期徐悲鸿的“马”多呈现出

淡然诗意，而抗战爆发后，徐悲鸿用作品召唤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他的马也被赋予一种民族情怀，成为民族精神觉醒的象征，一幅

幅壮丽画卷，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滚滚向前。他作品中传递的

民族浩然正气和昂扬向上之姿，正是最好的美术德育素材。

三、新时期利用美术鉴赏课程促进学生德育发展的策略

（一）美术作品与其他学科的有效融合

美术课程与其他学科具有相通之处，在美术教学中与其他课

程有效融合不仅有助于提高美术鉴赏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也有助

于促进学生将道德品质内化吸收。

通过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教师可以提高美术鉴赏的课堂效率，

也强化了学科融合，让学生看到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例如，美术

鉴赏教学和语文诗歌教学有效融合，在鉴赏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时，

教师可以将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和中国古诗词有效结合。

中国传统绘画和诗歌有效结合是古代文人自然独特的表现手

法，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感受作者在作品中传递出的情怀。例如，

将潘天寿的“荷”（《露气》《荷塘清气图》等）与周敦颐的《爱

莲说》有效结合，将不同的“荷花”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鉴赏

荷花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过程中，品味《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的含义。

两者结合起来赏析，学生既能欣赏出美术作品中传递出的情

感和价值追求，又能对诗歌有深层次的理解，进而引导学生更好

地理解美术作品。

又如，将美术教学和音乐教学有效融合，教师根据艺术作品

赏析的实际需要，将美术作品和中国传统乐器如古筝、琵琶、二胡、

古琴等音乐结合起来。

在欣赏西方建筑艺术时，可以将西方的歌剧作品有效结合，

用活泼的音乐来表达西方作品的意境。用音乐的旋律将美术学科

抽象的艺术表现进行通感传达，让美术作品和音乐作品之间相互

烘托、晕染，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能给学生更多的启发和触

动。这种学科融合下的美术鉴赏教学可以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

让学生更深刻地品味美术作品中传递出的人文价值追求，实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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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欣赏课程的德育效果。

（二）创设作品情景，强化德育渗透

美术鉴赏教学活动中，要突出学生主体，就需要一定的教学

情景做辅助，课程中运用情境渗透教学，有助于强化美术欣赏课

程的德育效果。

如果没有生动有效的情境辅助，仅仅通过教师对于知识的复

述来“灌溉式”教学，课堂教学效果很有限，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不好。

在信息化教学技术的辅助下，美术老师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可

以用信息技术辅助工具进行教学，应用多样化的美术教学方法开

展美术鉴赏活动，结合美术欣赏课程的内容创设情境，开展情境

教学。如果美术老师在美术鉴赏中进行德育理念渗透，鉴赏的内

容就不能局限于教材的知识点，而应更具开放性和发散性。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将美术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展

示，创造一种教学环境，引导学生探索中外优秀艺术家的道德品

质和美术作品中传递出的价值追求，通过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作品

的同时来逐步渗透美术作品背后的人文情感，增加学生对美术鉴

赏课程的兴趣。

例如，教师对中国古典山水画的鉴赏教学中，可以使用多媒

体课件来模拟中国古代画家的作品表现，并介绍作品陈时代背景，

使用信息技术手段给学生展示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的性格和人

物经历，以此来帮助学生理解美术作品，唤起学生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热爱，从而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通过情景教学，美术作品重点德育因素可以被充分挖掘，纳

入美术鉴赏来作为艺术教育主体方向，使美术鉴赏教学更加有效，

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深刻的理解作品，也能让学生对艺术发展有更

清晰的认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三）创新教学方案，多样化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育教学法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

急需更新，传统“背书式”授课已难以适应现阶段学生的发展需求。

因此，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也要思考美术教学方法的创新和

变革，思考如何将德育与美术鉴赏相结合，以实现高中美术教学

和德育的有效融合，实现学生自身综合素养的发展。

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德育理念和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教师只有结合实际学情，分析高中生的身心特点，不断

调整自身的教学方法，才能适应当前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设计

出更多适合学生的、符合学生学习规律、吸引学生学习兴趣的教

学方案。

不少高中生的美术基础相对薄弱，教师需要制定具体、个性

化的教学计划以帮助学生对美术产生兴趣，以此实现学生在现阶

段课程知识的有效学习。

例如，在对少数民族美术作品进行鉴赏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主导课程，通过网络或实物形式搜集少数民族的代表性美术作品，

可以是民族服饰、工艺美术品、建筑图文，等等。

以小组探究的形式进行主题性展示、分享、鉴赏，并有选择

性地开展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实践，既可以丰富、生动地开展学习

活动，也有利于增进民族文化了解，增进民族情感。

这种学生有效参与的教学，课堂氛围更好，而且还给学生一

定的自主性和创新空间，让学生能够充分地主导学习过程，实现

学生自身能力水平的有效提升，让学生在自主参与、自主学习中

感悟德育，实现德育融合的发展。

（四）加强校园环境和文化建设 

人文精神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养之一，是最内在的道德素质

的体现，也是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发挥的潜在动力。人文精神是通

过环境进行传递的。

人文情怀包括人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等，

这都体现在人们所处的环境中，美术最集中体现人文情怀的课程，

也需要一定的学习氛围的熏陶。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整个社会都传递出一种追求真善美

的风气，将人文主义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认为人应该追求

人类最基本的美好情感，故而在这一时期的意大利集中涌现出了

一大批文艺大咖，产生了一批不朽的美术作品，进而又推动了整

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因此，在美术鉴赏教学中，通过环境创设营造学习氛围，引

导学生进行美术作品赏析以及相关背景故事中传达的人文情怀也

是美术德育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审美志趣、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

重要意义。

高中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里度过，因此校园文化环境对学

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在高中校园中随处可见的宣传橱窗、黑

板报等文化布置中展示的美术作品都与鉴赏知识密不可分，这些

都会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进行美术鉴赏和德育融合教育，我们有必要营造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通过直观的作品展示来延伸实现美术鉴赏

的德育目标途径。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选取一些有思想、有正能量的美术作品

展示，或通过书画比赛等其他形式在校园内推广美术知识和德育

渗透，以此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艺术鉴赏习惯并影响他们的日

常行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提高

他们的综合素养。

四、结语

美术包含丰富的德育因素，在美术教学中融入德育有助于强

化美术和德育融合的效果。为了激发学生积极欣赏艺术作品，感

悟美术作品中传递的德育价值追求，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高中美

术鉴赏教学，创新教学形式、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

并鼓励他们积极地欣赏，欣赏美术作品、体味美术作品的德育因素，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力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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