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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要无声 
——浅谈在欣赏课中渗透德育教育 

◆魏淑娟 

（黑龙江鹤岗市二十六中学  黑龙江省鹤岗市  154100） 

 
教学不是教书，教师不仅传授知识，我们要教会学生做人做

事。学生也不仅只读书本，他们而是要学习堂堂做人，明明白白
做事。无论哪个学科的教师都应该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完成立
德树人伟大的教育目标。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有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和叛逆性。我们不
能直接用对错去评价他，又不能直接让他们按着我们的样本去做
任何事情。哪如何又让他们听话呢？这时教师就要“润物细无
声”。在美术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是事半功倍。在美术课堂中利
用本学科的知识去教会学生明辨事非，知对、错，晓恶、善。使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品德教育。在课堂中培养学生正确
的审美意识，爱国情操。学生自觉接受时改变学生的不正确思维。
当老师把这种“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也
就真正达到了教学的教育性目标。 

做为教师和学生之间最大的，最多的沟通方式就是课堂教
学，如何在 45 分钟内完成教学任务又能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在此浅谈欣赏课中的几个有关德育渗透的做法。 

老师要把教育目的藏起来。通过教学内容运用教学艺术手
段，把我们需要教的变成学生想要知道的。 

美术课中有独特的魅力，是其它学科不具备的优越性。美术
课有着美好的艺术形象，有着著名的艺术作品。在作品欣赏时就
可以给学生一个积极的思想意识。在作品展示社会生活的缩影，
揭示人的好坏、善良邪恶、黑暗与光明。从作品中欣赏、学习、
升华到自身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例如在第八册中欣赏招贴画《木头人》。画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画面，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在一个公交车上，一个头发花白的
老人站着，周围的人都在自然安心的坐着。此面取名曰《木头人》，
在欣赏时，让学生去自主观察画面，画面呈现了什么。然后分析
此画为什么叫木头人。学生自己就会说出车上很多人在麻木不仁
的坐着，而年纪很大的长者站着。那样人像没有同情心的木头人
一样。只有木头人才会没同情心，没有爱心，麻木不仁。这样的
事情总是出现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遇见，请问同学们，你们会
怎么做，会做一个没有心的木头人吗？这样去欣赏一个作品，远
比我们去告诉学生说“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必须怎么去做”
要有用的多。虽然学生有自己的辨别能力，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
盲目、随从性。老师的理论在学生的心中不是圣旨，不可能事事
遵守，只有让他们认肯你，接受你的观点，才会觉得你的理论是
正确的，他们才会那么去做。慢慢的养成自己的行为准则。 

德育从点滴做起，从身边抓起。美术教学不光要教会学生学
习绘画技能，还要挖掘教材中的德育意蕴。通过欣赏作品时，切
入情感的渗透。利用美术学科的独有特点，通过艺术形象感染和
影响学生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审美能力，使学生性玩愉悦的获得
审美能力同时受到教育和启迪，增加学生对国家的自豪感。如欣
赏美术作品《江山如此多娇》，它是运用了毛主席诗词《沁园春 
雪》为主题。引导学生去观察画面跨越了塞北、江南、长江、长

城，显现着一年的四个不同的季节。画面展现了不怕牺牲的革命
精神及对祖国江河山川的热爱。同时也告诉了我们现在安定生
活，美好的江山都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学习，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虽然我们不用像先辈一样用生命换取祖
国的和平，但是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好。
通过对作品的欣赏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美的感染和熏陶，领略
美术教学独特的道德美。 

生活中，美无处不在，便是必须有一双审美的眼睛才会发现
什么是美，美存在哪里。美术是另外一种语言，虽然没有声音，
但它却是心灵沟通的桥梁。在学习《我们的风采》一课时，更展
示了学生对美的认识，在刚刚入学时，学生们活泼热情，充满朝
气，无时不想展示表达自己的美丽与个性。成年人的装扮和社会
服装的流行因素早早影响了他们美的认识。高跟鞋，乞丐裤，他
们都在无声的尝试着。这时教师如果命令着他们换掉，批评说不
好看，学生会从心里就抗拒你，虽然他们会“很听话”的不在你
面前穿，但是也仅限于不在你的面前穿。在他们心里这就是美，
这就是流行。教师和学生的距离会无声的拉大。遇个胆大的学生，
还会问一句，你们能穿，我就不行呢？此教学导入时，进行一组
服装作品欣赏，让学生知道衣服的作用。比如军人，警察，医生，
都有专业的服装。为什么他们会有统一的制服呢？衣服不仅能够
蔽体御寒，还是身份的象征。我们学生又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呢?
的服装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呢? 通过欣赏其它不同的服装，学生就
会知道他们再选择衣服时应该本着简洁大方，舒适，实用，省略
多余的装饰点缀，还要适合他们身体发育成长特点。接下来我们
再进行教学设计服装 ，就会有良好的开始。一节课下来，我们
不仅教会学生如何设计服装，还让学生知道了什么是美，什么是
另类。 

曾经有个教育家说过，教学没有固定的形式，只要有效果就
可以。所以无论有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要紧。真正让学生受到了
爱的熏陶，在道德上受到影响。中国是个有着 5000 年的文明古
国。无论是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建筑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
就。如我们在欣赏《兰花图》时，在画面上我们学习到了画家安
贫乐道的清㾾品质和精神。体会了清新雅致的君子情怀。此时再
讲解此画的珍贵之处，它被历代皇帝所珍藏，上印有乾隆、嘉庆、
宣统、三希堂的印记，故此画作应为清室宫内收藏，应为我国的
国宝。但是它至今却在日本的大阪市立美术馆。 

我们的美术史就像我国的近代史一样，它在诉说着我们被侵
略者的破坏，抢劫。再显我们被欺压的曾经。可以激发学生对侵
略者的仇恨，进而增强热爱祖国的情感。告诉他们少年强则国强，
我们在享受今日的太平盛世，还要发奋图强，扬我国威。 

美术课不是一个单一的技能课，不但要教学生学习简单的绘
画基本技能和基础理论知识，还要在美术课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接受正
能量，树立正确的德育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