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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良好美德。从本质上讲，美育具有净化心

灵、陶冶情操、完善品德的教育功能，就是以审美的方

式育德，以美的事物培养人的教育。美育不仅能培养学

生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鉴赏美、欣赏美的能力，

还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教学中，让

学生学会充分认识发现身边材料的不同物理化学特性，

材料的形状、色彩、质地等，并加以合理利用。在教学

中渗透德育、环保的意识，认识自然、爱护自然、尊重

生命，让学生真正做具有高尚情操的人，达到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目的。

提高学生审美水平。学生学会审美，是美育的最基

本的任务，美术在生物学科的融入，学生学习中注意到

生物学科中的色彩之美、形态之美、构成之美、组合之

美、韵律之美，让科学中抽象的形体变成具体的形态，

变成美术构成中的点线面体，机械的排列与组合也变得

具有疏密、大小、大小、对称、均衡等韵律和节奏的构

成关系。学科中固有的简单色彩，同学们也会赋予新的

认识和感悟。

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同学们利用各种纸、木等身边

的废弃材料，通过选材、计算、规划，运用剪、裁、折、

卷、粘、等方法，进行设计制作，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

不断思考，勇于尝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使眼手心

得到充分的协调配合练习，这也是新课标中提出的动手

实践、自主探究的要求。

提升空间想象能力。文字描述是抽象的，书上的图

片都是二维的平面，立体模型制作能使平面的二维空间

变得立体起来，让原本枯燥的学习变得生动有趣，更好

地帮助同学们认识微观结构、培养建模思维、提高创新

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得以培养，使知识掌握更加牢固。

我们来听听几位同学的制作过程和感受吧：

其实最开始制作时我是不知

道做什么的。正当我懊恼之际，

我看到了桌上的快递盒，觉得它

的形状有点像植物细胞，于是就

用快递盒开始制作它的细胞壁。

做完之后看到书上的示意图，觉

得内质网跟高尔基体很像小时候

用手工纸立起来制作的迷宫，于是就拿手工纸使之弯曲

成扁平囊状结构，用不用颜色代表了这两结构。....... 有

了想法就开始行动，把瓶身裁剪成我想要的样子，又觉

得好像太透了，体现不出来色素这一点特征，所以用颜

料点色，加工到细胞的中央，作为液泡。剩下的瓶子结

构也挺符合细包核的形态，所以修剪了一下瓶子就把细

胞核完成了。

整个手工完成之后，满满成就感，且让我明白了做

事要一直做，总会有结果。如果中途放弃，那全部努力

就废了。

高 2023 级 10 班　申思语

选择材料方面，用纸是最能

体 现 环 保 的， 如 果 是 用 橡 皮 泥，

用量大还不环保。纸的塑形效果

更好。用不同材质的纸也能体现

不同器官间的区别。用的纸大多

也是废弃闲置的纸，比如内质网

和核糖体，所使用的亮晶晶的纸

就是糖果的包装，制作叶绿体和线粒体的海绵纸是花朵

的包装。除此之外，使用了毛线体现叶绿体内部结构，

而整个细胞的底板是月饼盒子。

制作植物细胞模型是为了让人们重视自然，而使用

废弃闲置的材料来制作，也体现了保护自然，变废为宝

的理念。

高 2022 级八班　王佳颖

通过这次的制作，让我更好地

了解了植物细胞的用途，同时也培

养了我动手制作的能力，感受到了

科学的魅力，体验到了科学劳动的

快乐。这也让我学会了绿色环保就

可以发生在我们身边，这更好地提

高了我的文化素养。

高 2022 级八班　杨鑫渝

跨学科统整的融合教育不仅是教与学内容的融合，

更要力求学科间思维的融合，我们通过美术与生物学科融

合的探索，让学生实现了理性与感性的对话，抽象与具象

的转换，平面到多维的形体建构。教师通过设置课题作

业，引导学生思考探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

由理论认知到实践创新创造（知行合一），充分发挥艺术

创造的美育、智育、劳动教育等“五育”功能性作用，增

强“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和文化理

解”美术学科素养培养，整个课程建设彰显“生态课程、

活动课程、综合实践课程”系统性和科学性，注重体验

性、实践性、自主性和互动性，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发

现能力和创新能力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及参与

程度，增强学习效果，进而最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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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学校教育必须加强美育与

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相融合，充分挖掘各学科

所蕴含的丰富美育资源，有机整合相关学科的美育内容，

推进课程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形

成协同育人格局。

我校依托高中美术课程创新基地，发挥全校教研力

量，集聚巴渝特色资源，合力打造学校美术课程主体建

设三大中心：一是成立“美术课程资源研发中心”，以美

术教研组为主体，同时调动语文、生物、化学、地理等

其他学科科研骨干实现跨学科整合，重点研发“纸浆艺

术”“纸工艺”课程建设，以及开发“手工造纸、活字印

刷、剪纸、纸画、纸雕、纸包装、纸家具、纸艺故事”

等丰富而有特色的课程资源，特别是凝聚在“六大纸艺

特色课程”；二是成立“纸艺课程创新工作室”，挖掘巴

渝民间工匠艺人，成立名师工作室，定期开展名匠文艺

沙龙，收集展示匠人、师生优秀手艺作品，形成工艺学

术交流氛围，促进教师、学生专业成长；三是成立“学

生纸艺实践创意中心”，以“纸”为主题，打造“造纸实

验室”“纸艺工作坊”，与巴渝间博物馆、工作室等合作

打造“巴渝传统技艺实践创新基地”等，为学生实践创

新搭建各类平台。以美术作为视点整合，与语文、生物、

化学、地理等学科跨界整合，将理论素养转化为创新创

造，形成一批物质化成果。

在美术和生物学科中，有很多共同之处，其研究的

主体都是自然界中动植物等客观对象，关注对象的形状、

结构、色彩及其生长规律，有很多可用美术形式表现的

生物题材和内容。在中西方古代的美术作品中，有很多

作品客观表现出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特性的写生和创作，

是很好的美术与生物融合的案例。五代黄荃的《写生珍

禽图》，图中描绘了鹡鸰、麻雀、鸠、龟、昆虫等动物

二十余种，画面左下角署一行小字：“付子居宝习”，从

此落款可知，此画应为黄筌给儿子黄居宝画的课稿。画

面中动物排列无序，但每一种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精确、

细微，甚至从透视角度观之也无懈可击，标志着中国画

中的花鸟画从早期的粗拙至此已经臻于精美，中国的花

鸟画家已经具备完善的写实能力和观察自然表现客观对

象的意识。中国画的学习临摹范本《芥子园画谱》，其

中收录了历代画家归纳总结的自然界中上千种动植物的

造型特点和绘画表现技法，许多成名的艺术家，当初入

门，皆得惠于此，称其为启蒙之良师。意大利文艺复兴

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对动物和人进行科学的解剖

分析，画了大量的解剖图，深入研究解剖学，仔细揣摩

人体的结构。达·芬奇在其著名的《维特鲁威人》中绘

制的那个身材匀称的男性人

体形象，已经成为许多著名

医学杂志和医学会议的标志。

举世闻名的大理石雕像作品

《大卫》，就是米开朗基罗把

人体解剖学应用于艺术创作

的典范，为后世的我们也留

下很多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我校开设了纸艺造型学习校本课程后，为了让同学

们学以致用，探索跨学科间融合的有效性，我们联合学

校生物组开展了一系列全校的以植物花卉、动物造型、

细胞模型等生物对象的手工作品制作大赛。在两科老师

的共同努力下，全校同学积极参与，制作了大量的高质

量的立体纸艺手工作品。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到美术作

为感性的基础性学科，可以融入到抽象的理性的科学学

科中，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感知、分析、理解、记

忆科学知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美术跨学科融合探究——以与生物学科融合为例

樊青山　宋江林

重庆市暨华中学　重庆　401120

摘　要：美育是学生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促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美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中的一种

教育方式，它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据基本的教学规律，贯穿各种教学理论，渗透美育教育是当前

中学教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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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良好美德。从本质上讲，美育具有净化心

灵、陶冶情操、完善品德的教育功能，就是以审美的方

式育德，以美的事物培养人的教育。美育不仅能培养学

生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鉴赏美、欣赏美的能力，

还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教学中，让

学生学会充分认识发现身边材料的不同物理化学特性，

材料的形状、色彩、质地等，并加以合理利用。在教学

中渗透德育、环保的意识，认识自然、爱护自然、尊重

生命，让学生真正做具有高尚情操的人，达到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目的。

提高学生审美水平。学生学会审美，是美育的最基

本的任务，美术在生物学科的融入，学生学习中注意到

生物学科中的色彩之美、形态之美、构成之美、组合之

美、韵律之美，让科学中抽象的形体变成具体的形态，

变成美术构成中的点线面体，机械的排列与组合也变得

具有疏密、大小、大小、对称、均衡等韵律和节奏的构

成关系。学科中固有的简单色彩，同学们也会赋予新的

认识和感悟。

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同学们利用各种纸、木等身边

的废弃材料，通过选材、计算、规划，运用剪、裁、折、

卷、粘、等方法，进行设计制作，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

不断思考，勇于尝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使眼手心

得到充分的协调配合练习，这也是新课标中提出的动手

实践、自主探究的要求。

提升空间想象能力。文字描述是抽象的，书上的图

片都是二维的平面，立体模型制作能使平面的二维空间

变得立体起来，让原本枯燥的学习变得生动有趣，更好

地帮助同学们认识微观结构、培养建模思维、提高创新

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得以培养，使知识掌握更加牢固。

我们来听听几位同学的制作过程和感受吧：

其实最开始制作时我是不知

道做什么的。正当我懊恼之际，

我看到了桌上的快递盒，觉得它

的形状有点像植物细胞，于是就

用快递盒开始制作它的细胞壁。

做完之后看到书上的示意图，觉

得内质网跟高尔基体很像小时候

用手工纸立起来制作的迷宫，于是就拿手工纸使之弯曲

成扁平囊状结构，用不用颜色代表了这两结构。....... 有

了想法就开始行动，把瓶身裁剪成我想要的样子，又觉

得好像太透了，体现不出来色素这一点特征，所以用颜

料点色，加工到细胞的中央，作为液泡。剩下的瓶子结

构也挺符合细包核的形态，所以修剪了一下瓶子就把细

胞核完成了。

整个手工完成之后，满满成就感，且让我明白了做

事要一直做，总会有结果。如果中途放弃，那全部努力

就废了。

高 2023 级 10 班　申思语

选择材料方面，用纸是最能

体 现 环 保 的， 如 果 是 用 橡 皮 泥，

用量大还不环保。纸的塑形效果

更好。用不同材质的纸也能体现

不同器官间的区别。用的纸大多

也是废弃闲置的纸，比如内质网

和核糖体，所使用的亮晶晶的纸

就是糖果的包装，制作叶绿体和线粒体的海绵纸是花朵

的包装。除此之外，使用了毛线体现叶绿体内部结构，

而整个细胞的底板是月饼盒子。

制作植物细胞模型是为了让人们重视自然，而使用

废弃闲置的材料来制作，也体现了保护自然，变废为宝

的理念。

高 2022 级八班　王佳颖

通过这次的制作，让我更好地

了解了植物细胞的用途，同时也培

养了我动手制作的能力，感受到了

科学的魅力，体验到了科学劳动的

快乐。这也让我学会了绿色环保就

可以发生在我们身边，这更好地提

高了我的文化素养。

高 2022 级八班　杨鑫渝

跨学科统整的融合教育不仅是教与学内容的融合，

更要力求学科间思维的融合，我们通过美术与生物学科融

合的探索，让学生实现了理性与感性的对话，抽象与具象

的转换，平面到多维的形体建构。教师通过设置课题作

业，引导学生思考探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

由理论认知到实践创新创造（知行合一），充分发挥艺术

创造的美育、智育、劳动教育等“五育”功能性作用，增

强“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和文化理

解”美术学科素养培养，整个课程建设彰显“生态课程、

活动课程、综合实践课程”系统性和科学性，注重体验

性、实践性、自主性和互动性，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发

现能力和创新能力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及参与

程度，增强学习效果，进而最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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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学校教育必须加强美育与

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相融合，充分挖掘各学科

所蕴含的丰富美育资源，有机整合相关学科的美育内容，

推进课程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形

成协同育人格局。

我校依托高中美术课程创新基地，发挥全校教研力

量，集聚巴渝特色资源，合力打造学校美术课程主体建

设三大中心：一是成立“美术课程资源研发中心”，以美

术教研组为主体，同时调动语文、生物、化学、地理等

其他学科科研骨干实现跨学科整合，重点研发“纸浆艺

术”“纸工艺”课程建设，以及开发“手工造纸、活字印

刷、剪纸、纸画、纸雕、纸包装、纸家具、纸艺故事”

等丰富而有特色的课程资源，特别是凝聚在“六大纸艺

特色课程”；二是成立“纸艺课程创新工作室”，挖掘巴

渝民间工匠艺人，成立名师工作室，定期开展名匠文艺

沙龙，收集展示匠人、师生优秀手艺作品，形成工艺学

术交流氛围，促进教师、学生专业成长；三是成立“学

生纸艺实践创意中心”，以“纸”为主题，打造“造纸实

验室”“纸艺工作坊”，与巴渝间博物馆、工作室等合作

打造“巴渝传统技艺实践创新基地”等，为学生实践创

新搭建各类平台。以美术作为视点整合，与语文、生物、

化学、地理等学科跨界整合，将理论素养转化为创新创

造，形成一批物质化成果。

在美术和生物学科中，有很多共同之处，其研究的

主体都是自然界中动植物等客观对象，关注对象的形状、

结构、色彩及其生长规律，有很多可用美术形式表现的

生物题材和内容。在中西方古代的美术作品中，有很多

作品客观表现出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特性的写生和创作，

是很好的美术与生物融合的案例。五代黄荃的《写生珍

禽图》，图中描绘了鹡鸰、麻雀、鸠、龟、昆虫等动物

二十余种，画面左下角署一行小字：“付子居宝习”，从

此落款可知，此画应为黄筌给儿子黄居宝画的课稿。画

面中动物排列无序，但每一种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精确、

细微，甚至从透视角度观之也无懈可击，标志着中国画

中的花鸟画从早期的粗拙至此已经臻于精美，中国的花

鸟画家已经具备完善的写实能力和观察自然表现客观对

象的意识。中国画的学习临摹范本《芥子园画谱》，其

中收录了历代画家归纳总结的自然界中上千种动植物的

造型特点和绘画表现技法，许多成名的艺术家，当初入

门，皆得惠于此，称其为启蒙之良师。意大利文艺复兴

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对动物和人进行科学的解剖

分析，画了大量的解剖图，深入研究解剖学，仔细揣摩

人体的结构。达·芬奇在其著名的《维特鲁威人》中绘

制的那个身材匀称的男性人

体形象，已经成为许多著名

医学杂志和医学会议的标志。

举世闻名的大理石雕像作品

《大卫》，就是米开朗基罗把

人体解剖学应用于艺术创作

的典范，为后世的我们也留

下很多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我校开设了纸艺造型学习校本课程后，为了让同学

们学以致用，探索跨学科间融合的有效性，我们联合学

校生物组开展了一系列全校的以植物花卉、动物造型、

细胞模型等生物对象的手工作品制作大赛。在两科老师

的共同努力下，全校同学积极参与，制作了大量的高质

量的立体纸艺手工作品。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到美术作

为感性的基础性学科，可以融入到抽象的理性的科学学

科中，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感知、分析、理解、记

忆科学知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美术跨学科融合探究——以与生物学科融合为例

樊青山　宋江林

重庆市暨华中学　重庆　401120

摘　要：美育是学生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促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美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中的一种

教育方式，它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据基本的教学规律，贯穿各种教学理论，渗透美育教育是当前

中学教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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