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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线结合，巧画“德美”同心圆 
于涛1  乔永辉2 

（1.威海市望岛小学；2.威海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摘要：《中小学美术学科德育实施指导纲要》指出，“美术学科实施德育在发展学生的视知觉，获得以视觉为主的审美体验，陶

冶审美情操，提高生活品质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在美术教学中，以各种方法、途径为辅助线，巧妙寻求德育实施的着力

点，既能立足于提高学生观察、想象、造型、创造以及鉴赏艺术的美育能力，又能着眼于“审美情趣、审美创造、爱国情怀及美化

生活”等德育范畴的渗透。力求在每一节美术课中，都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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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设“问题”线，寻求德美链接点。 

提问是师生交流 基本的手段和途径，是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它贯穿于课的始终。针对美术学科“讲授少、活动多”

的特点，要想寻求“德美”的 佳链接点，就更需要教师精心设计

问题，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以导入环节的问题设计，解

析如下： 

美术导课过程中，很多教师往往只注重利用游戏、视频，谜语

等形式，简单地渲染出一种表面的“趣味”与“热闹”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而忽视了如何通过导入环节，在提高美育能力的同时，

挖掘、渗透德育因素。所以，这就需要教师有意识、有目的地以“趣”

入手，巧妙设计目标明确的问题。 

《我做的“文具”》导入实录片段： 

师：孩子们，伸出我们的双手。上课前，老师先要和大家做一

段有趣的手指操！准备好了吗？ 

生：准备好了！ 

师：请你跟我这样做——生：我就跟你这样做！（师生互动） 

伴随背景音乐，教师引领学生，结合手指操完成“揉”“搓”“捏”

的动作。 

师：手指操做完了，有趣吗？——生回答：有趣 

设计提问一：想一想刚才的手指操，能让彩泥的形状变一变吗？ 

生 1：运用第二节手指操，可以把彩泥“揉”成“圆”…… 

生 2：运用第三节手指操，可以把彩泥“搓”成“条”…… 

设计提问二：看，我们都有两只巧巧手，只要我们肯动脑勤动

手，就能让彩泥变成许多不同的形状。那么，在这节课中你还想用

我们的巧巧手做出哪些漂亮的文具？ 

学生交流 

…… 

这样的导入设计，体现了三个层次的教育教学意图： 

第一层次，通过欢快的音乐配合灵动的手指操，能够激发出学

生学习的兴趣，继而产生投入美术活动的渴望，达到了以“趣”助

“学”的 基本的需求。 

第二层次，问题一的设计，立足于引导学生达成了美术课程三

维目标中“知识与技能”的落实。把枯燥无趣的美术“技能”，通过

律动感极强的“手指操”演示出来，不仅符合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

点，而且易于学生掌握技能方法，并促使学生乐于进行实践运用。 

第三层次，问题二的设计，则着眼于德育范畴的渗透。通过问

题的有效引领，在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的交流氛围中，向学生有效

渗透“审美创造”的意识，继而激发“审美创造”的动机。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解析，可以看出，如果导入环节的设计在

第一层次，便嘎然而止，直奔课题，仅能达到激趣、调动课堂氛围

等基本需要。而通过问题的精心设计，就会让短短几分钟的导入，

发挥出更大的教育教学价值。因此，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能够意图

明确地设计问题，是美术学科实现“德育课程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之一。 

二、巧创“情境线”，寻求“德美”交融点。 

对于情境，曾看到这样一个精辟的比喻：“将 15 克盐放在你的

面前，会让人难以下咽。但将 15 克盐放入一碗美味可口的汤中，在

享用佳肴时，便将它全部吸收了。”小学阶段，如果只是简单、粗暴

地把一些“高大空”的德育内容或理论，生硬地塞给学生，无疑于

难以下咽的“15 克盐”。而在美术课中，通过创设情境来实现德育

课程一体化，就犹如汤之于盐，会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 

（一）锤炼美术语言渲染德育情境。 

《我做的“文具”》实录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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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手持长颈鹿形状的尺子，配合背景音乐，进行语言渲染：

我是一把长劲鹿形状的尺子，我穿着黄色的外衣，上面有棕色的花

纹，可是我的小主人却无情地把我遗弃了…… 

师：孩子们，这是一把什么样的尺子？ 

学生交流：尺子的形状、颜色 

师：尺子的形状这么可爱，颜色这么漂亮。却被小主人遗弃了！

如果你就是这把尺子，心情怎样？ 

学生交流 

师：孤单、不开心、难过……孩子们，你们的感受正是这些文

具的感受！那么，孩子们，作为文具的小主人，今后准备怎样对待

文具？ 

学生交流 

通过实录片段可以看出，我先通过“这是一把什么样的尺子？”

引导学生对尺子进行认真观察，找出形状及颜色的特点；而后话锋

一转，又以“被小主人遗弃的尺子”为引线，使学生能够站在“被

遗弃文具”的角度，来审视、辨识自己日常对待文具的行为。这就

是美术语言的妙处，通过有效渲染、创设情境，使美术知识与德育

渗透结合得相得益彰。 

（二）依托美术知识渗透德育情境。 

美术教材，图多字少。所以，但就美术知识本身来说，并没有

太多的德育因素。但是只要找准切入点，创设德育情境，就能巧妙

抓住美术知识与德育范畴的交融点。 

如，在学习“三原色”这一美术知识时，我让学生寻找身边的

三原色。学生很容易地就想到了胸前的红领巾。此时，我在肯定学

生找到了三原色的基础上，适机把红领巾的由来娓娓道出，学生的

爱国之情、报国之心也就油然而生。 

（三）结合美术活动再现德育情境 

美术活动丰富多彩，不同活动不同特点。只要教师善于结合美

术活动的特点，通过各种形式方法，再现不同的德育情境，就能引

领学生感受更广阔的“德美”天地。 

欣赏类活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绘画、手工类活动，在培

养学生审美创造的同时，树立美化生活的愿望；中国画、书法类活

动，则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通过创设情境线，能够有效地让学生脱离“自我”，并设身处地

地从一个新的角度和立场来观察、理解、体验、感悟，生命与生活

中的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此时此刻，无需教师过多的“说教”，

潜移默化中便引导学生形成了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 

三、活用“生活线”，寻求“德美”支撑点。 

美即生活，生活即美，这一理念在美术教育教学中得到了充分

的发挥。把美术学习和生活体验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从已有的生活

经验出发，从周围熟悉的人、事、景中寻求德育落实的支撑点，只

有这样，德育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并内化为行动。 

（一）课前融入生活。 

为每节美术课量身定制“课前活动”，引领学生利用课前时间融

入生活。通过实际调查、上网搜索、实地采风等形式，去搜集、整

理与美术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的生活素材。在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之

美”的同时，有效落实德育范畴。 

在学习《繁忙的交通》一课时，我让学生在上学路上，完成“看

一看、找一找”的课前活动。通过看一看繁忙的马路上有什么？来

达到观察生活，收集素材的美育目的；通过找一找马路上有哪些文

明与不文明的现象？让学生辨识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 

（二）课中体验生活。 

根据美术学科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上为学生搭建体验生活的平

台，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有效落实德育实施。如，在学习《大家都

来做》时，我把课堂设置到校园内，让学生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

领略自然之趣、生活之美。此时，引导孩子用眼睛去发现生活中可

以利用的各种材料：颜色迥异的泥沙、形状不同的枯叶、色彩斑斓

的花瓣……有效地把燃烧在孩子心中激情化为动手创作的渴望。小

组创作的过程中，我又有针对性地进行堆造、割切等创作技术的指

导，一件件赋予生活情趣、蕴含自然灵韵的作品就在孩子们的手中

诞生了。 

（三）课后回归生活。 

利用“课后任务”让美术学习回归生活，引导学生树立“美化

生活”的德育观念。如，在学完《给你提个醒》一课后，我并没有

像往常一样，把学生的作品收集起来。而是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特

殊的“课后任务”——为自己的作品找个合适的家。于是，有的学

生放到爸爸的床头用于温馨提示；有的学生放在书桌上警醒自

己……设置这样的“课后任务”以生活起，以生活终，让孩子接触

生活、亲近生活，既让学生懂得生活是美术创作的源泉，又能达到

陶冶情操、塑造品格的德育目的。 

美育与德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彼此剥离，不能单一

存在。只有巧抓线，稳落点，画好“德美”同心圆，才能让学生在

德育课程一体化的实施中，得到更长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