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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并举”中的融合性与独特性分析
——中学美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建构

薛冬至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五育并举”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解决的是教育发展的问题。而当前形势下教育不但要发展，而且要高质

量发展。所以“五育并举”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五育”要有融合性，方能打破壁垒、提升效率；“五育”要有独立性，

才可发挥学科价值、保证学科的完整性。本文通过中学美术视角，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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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

的决议。其中第四十三章明确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又于本章第五节阐明要继续深化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口号

在有关教育政策执行之初便随之而来，本次“十四五规划”

的教育改革重点在于建立的是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在此教育

政策改革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一线教学工作中的思考，本文

提出“五育并举”的融合性与独特性是如何有效促进美术学

科高质量发展的观点论述。

“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下的融合性与独特性可有效促进

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有效利

用学科融合，使不同学科知识的学习产生相互作用，在学习

时间不变的条件下优化学习结构，这是提升学习效率促成的

高质量教育。第二个方面是考虑学生的独特性和学科的独特

性，充分发挥学科专业特点，根据不同学生做到因材施教，

这是有计划的设定教学内容促成的高质量教育。本文就以笔

者任教中学美术学科为基础，以此阐述“五育并举”的融合

性与独特性是如何建构中学阶段美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1“五育并举”中美术教育的时代价值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其中提出了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指导方针。其本意是培养学生各

学科均衡发展，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的表现是偏向于智育的培

养，不同程度的忽视其他“四育”的失衡现象。重视程度梯

度与最终考试分数占比一致，分值高的就多学，分值少的就

少学，不占分的就不学成为普遍现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需要培养的是全面发展的人，美育作为“五育”中重要的一

环，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1.1 美术教育伴随了人的成长

对美术学科的重视程度以人的一生为维度可以看成 U 形

曲线，在儿童时期和老年时期较为重视。这一现象我们在教

育过程中不难发现，笔者在小学低年级听美术的常规课，发

现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准备好了一个自己的美术工具箱，对美

术课的态度也是格外的认真。校外的各类美术培训班也是以

低龄段儿童居多，这些现象体现出学生在这一阶段对美育的

重视，同时也体现了家长对美育培养的支持。而随着年龄的

增长，学生和家长的重心逐渐向分数和升学偏移，尤其是初

高中毕业班阶段。这一社会献上并不是只对美育产生影响，

其它“各育”在这时似乎都需要为智育“让路”，“五育并举”

变成了“五育失衡”，而这种失衡的状态一直周而复始，影

响一届又一届学生。其实这是整个社会多年所形成的功利主

义教育价值观所造成的。美育的重视程度一部分人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逐渐改变，就算其本人没有参与相关艺术活动，

但这时大多数人对美育的态度是有所转变的，所以我们也

经常看到学习书画的老年大学，闲暇之余练字绘画的老年

人。如果在教育初期人能够重视美育，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我想在步入老年阶段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对社会的稳

定和人文素养的提升都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从教育可持续

发展的眼光下看美术的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除了即时性

价值提高审美能力、发展创造思维、陶冶个人情操外我们

更应该看到其对未来人生的延时性价值。社会的发展需要

各类的人才，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特长也兴趣，美育的道

路也不追求“U 形曲线”可以变成“直线”，但力求这条曲

线可以更平滑一点。

1.2 美术教育契合了时代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面发展的人成为教育者所最求的目标。美育能够培养学生

的思维、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等等理论过于抽象这里不做赘

述，那么美育契合时代发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首先笔者认

为新时代人才所需具备表达的能力，这里的表达不单是语言

上的，文字和图像的表达同样重要。例如笔者在教学中鼓励

学生动手绘画常说到：未来有一天同学们想设计自己的房间，

你七七八八讲了一大堆，别人可能还是不明白你需要什么，

就算明白了一会也就忘记了，当你有一定的绘画能力，把自

己所希望的布局绘制成一张简单的草图那么别人就一目了然

了，所以有时候一张图片抵得上千言万语。其次美育有图像

传达的特殊性，在教育宣传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守卫边

疆的战士照片中认识了什么是责任；从建党百年的宣传片中

学生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视觉图像所带给我

的感受，直观且有力量，每个人又都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2“五育”并举中美育的融合性和独特性认识

2.1 融合性

学生每天在校学习的时间是不变的，有限的时间内“五

育”同时开展或者平均开展都不现实，学科融合是有利于教

学全面推进的教育理念。为了达到“五育并举”的教育理想

可采用适应性更强的“五育融合”。“并举”强调的是五育同

样重要缺一不可，是对教育完整性的提倡。而“融合”则表

达的是五育之间的相互作用，侧重于具体解决办法的落实。

美育不能单纯为了融合而融合，在每一个教育中都套上美育

的帽子显然是无法产生真正的教育合力的。

融合不仅仅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同样也能够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尤其是近年网络课

程逐渐普及，线上教学其本身具有独特的跨时空学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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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能够为教学互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如除了将传统课堂搬

到了线上，有条件还能够拓展云图书馆、云博物馆的开发，

整合区域优质艺术资源的同时建立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的

链接，通过互联网极大的丰富了艺术课程资源，也保证了资

源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为美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

源保障。

那么如何在学校里开展适合的融合性美育教学课程，具

体怎么实施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其实现在各学校所开

展的延时服务是个很好的切入方式，寓教于乐会是我们延时

服务中美育的导向，学科之间的融合、线上线下的融合都丰

富了延时服务的内容，也为美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相对

常规课堂，延时服务不但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为教

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让美育教育者在不断探索中寻求美育

的高质量发展。

2.2 独特性

既然提出了“五育融合”，融合的过程中美育应该充分

发挥自身特点，避免同质化产生的学科教育内卷。德、智、体、

美、劳每一育都有其独特的育人价值，美育的独特性在其学

科核心素养中已表述的非常明确，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

美判断、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都是美育的独特价值。在美育

的引导过程中，要利用好自身的独特性，主动探索与其它“四

育”的契合点，只要方法得当，有谁会拒绝“美”呢。

具体应该如何发挥美育的独特性是关键，其实美育在我

们的教育中无处不在，比如无论什么学科课件做的好看能够

吸引学生；教学参考图片、视频具有观赏性能够达到更好的

教学效果；为单纯的文字配上插图能够更加吸引学生，这些

都是我们日常教学过程中很容易发现的有关美育的影响。当

然还有学生的创造力、空间感、对美的认知等等都贯穿于我

们整个教学活动。

那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又如何利用美育的独特性提高美

育学习效率和提升学习效果呢。如果能够有效的将美育的独

特性贯穿于各学科中，不单可以提升学科的学习效果，同时

也能更好的发挥美育的作用，潜移默化中也进行了美育的学

习。传统认知中将课件做的美观等方法这里不再赘述，其实

我们还可以将目光转向分析和评价阶段。美育的一大特点就

是具有明显的可视化，并且能够为我们带来直观的感受，这

就是为什么有一句话“一张好图胜过千言万语”。其实通过

日常教学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对数据分析

的图表都很感兴趣，通过可视化图表感觉“一切尽在掌握”。

我们则可以利用好美育这一可视化的独特性帮助我们分析与

评价，使分析和评价更直观、更有效。

3 融合性和独特性促使美术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学教学中首先要确立“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打破

原本分裂的教学方式，能够让“五育”都能充分发挥自身的

特点。美育的高质量同样也是建立在“五育”互相配合的基

础上，闭门造车、南辕北辙在教育教学中都是不可取的。以

笔者实际工作的一节课为例，苏少版美术八年级上册《蓝白

之美》一课，书本内容介绍了蓝印花布的制作过程，同时考

虑到教学实际，还提供了使用蜡笔、蓝墨水等为制作的替代

方案。为了让学生能够更直观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故选择

较为复杂的传统蓝印花布染制法。同时为了结合“五育并举”

的教育理念，决定通过这节美术课与化学课进行一次“交互

式”教学。其中有一个调制染料的过程，现代染料利用了还

原剂、强碱和染色剂调制，在前学过程中学生就提出在现代

染料调配过程中还原剂和碱起到怎样的作用。带着学生的疑

问笔者找到了化学老师，于是得到了连二亚硫酸钠（俗称保

险粉）还原染料的分子结构中至少含有两个羰基（=C=O），

它们在还原剂保险粉的作用下，羰基被还原成羟基（-OH）。

保险粉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在碱性条件下即使温度很低，也

可产生较强的还原作用，从而使还原染料被还原为隐色酸。

这样的专业解答帮助了同学们了解到了一定的化学知识，同

时也为化学老师有关酸碱性课程提供了一定的素材。

本节课程融合的点在于利用蓝印花布染料所需要的专业

知识，引导学生提出有关化学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更重要

的是让学生了解到学科与学科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有联

系、可以相互促进的。当然，作为一节美术课，最重要还是

本学科有关知识。在《蓝白之美》这节课中，设计图、制板、

刻板等一系列美术专业技能是本节课能够顺利完成的基本保

证，课程是在保证其专业独特性基础上所发生的学科融合。

美术学科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图像识读、发散性思维、动手创

作能力等学科独特性。同样想要更好的完成美育高质量发展

也需要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融汇贯通、相互作用。在教学探索

的过程中，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教学素材和作品，此时的

学科融合还可以接着发展为教学模式的融合。通过课后的整

理编辑，制作成微课、线上课、线上展厅等形式，不单丰富

了教学形式、提升了学生学习获得感，同时让本节课有了更

广的辐射面，能够让美育影响更多的人。

4 结语

美术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

育的相互融合，也离不开自身的学科特点。同样，美术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某一时间段，某一方的努力就能够完成

的，美育也需要探索幼、小、初、高、大学的有机衔接，学校、

家庭、社会的配合，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高质量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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