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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第二个百年,教育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德育和美育是我国素质教育的两个重要组

成部分。《道德与法治》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课程,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具有

其他学科课程所不能替代的育人功能。而德育与美育具有密切的逻辑联系,挖掘小学《道德与法治》

课程中的美育元素,与德育相结合,可以发挥德育、美育协同育人的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运用

美育手段,充分挖掘教材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师审美素养,培养学生感受美、理解美、创造美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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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t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filtration in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teaching- Tak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as an example 

Beibei Cai 

Wenhe Primary School in Yangzhou City 

[Abstract] In the second century, educ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human development.Mor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are the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China.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is a course that reflects the will of the country, carries a major historical mission, reflects a 

distinct value orientation, and has an educational function that cannot be replaced by other disciplines.Mor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have a close logical connection. Mining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elements in 

the curriculum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and combining with moral education can play the rol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Using the mean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ully explore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 

teachers 'aesthetic qualit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feel, understand and create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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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两会”期间,国家领导人在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中提出：“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1]素质教育强调立德树

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2]加强美育在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育魂树人

的重要作用,对培养担当起民族重任的

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强调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将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与学科教育功能紧密结

合起来,将正确的价值导向与价值判断

融入教材,凸显出学校德育相关专业课

程的教书育人示范作用。在实际教学中

不能仅限于一堂课或者一本书的内容,

要有大教材观,要了解整个小学阶段我

们道法课的主题思想。 

1 《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德育、

美育的关系 

思政课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这项根

本任务的一门关键课程,小学《道德与法

治》课以引导学生做有责任的公民为核

心,上好新时代思政课具有极其重要的

现实意义。本套教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统领,贯穿价值观教育。 

德育的方向和内容决定了美育的标

准和内容,而美育是德育的重要途径。

《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渗透美育可以利

用美育独有的感染力和情感优势,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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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中理论性过强的不足；美育把

抽象的道德说教变为感性鲜明的形象,

通过欣赏美的事物来净化学生心灵,给

予学生心灵的洗涤,追求真善美的境

界。[3] 

2 《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渗透

美育的必要性 

2.1以美育德,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素质教育要求小学阶段要注重培养

学生的道德修养,关注学生德智体美劳

等多方面素质的全面协同发展,重视学

生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健全的人格

体现在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能与他人和

谐相处、对生活有积极的态度、能适应

社会等。 

而小学《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程中

包含了大量关于美的知识与教育,美育

课程对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与人格

具有重要意义。美育可以有效地引导广

大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从而对

其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会

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学生学会自主

学习,学会与他人相处,学会快乐地生

活,拥有健康的人格,用积极的心态面对

生活。 

2.2以美启智,培养学生想象力和创

造力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注重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但学生的创新不是凭空

想象的,必须经过一定的知识积累。道德

与法治课程中的美育元素可以开阔学生

的知识视野,使得学生们在认识和欣赏

自然、社会、艺术中的审美价值的同时,

可以掌握历史、自然、社会等各类人文

学科的知识。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

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 

3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

美育的渗透路径 

在教学课堂中,教师本身只是一个

引导者,学生才是其中的主体。[4]道法课

程的目的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多

的意义上是通过帮助他们的学生克服困

惑,使他们做一个好人、有能力的人,这

靠知识的灌输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用什

么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值得我们去思

考。需要转变旧的观念,让这门课程成为

广大师生之间的一种共同体验,从而实

现对于生活乃至于生命的一种深刻感受

和学习。教师首先要努力地让每位学生

都动起来：他们要动脑、动手、用笔、

用嘴,自己动心地去发现、再次质疑,再

回顾总结结论,得出正确的理解。[5] 

3.1改善教育理念 

如今社会信息极大的丰富,学生可

以通过各种视听渠道去获取大量信息,

这些信息都会刺激他们的心智发育。在

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今的教师就需要根

据时代状况去改善自身的教学方式,要

增加学生的探讨,着重启发学生对于道

德与法治问题的思考,进而使当今的学

生可以在新时代中树立健康的道德法治

观念,进而促进学生的自身道德修养。 

但就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而言,

往往被认为是一门枯燥无味的课,主要

原因就是缺少发现美的体验,但其实相

对于其他课程,这门课本身有着丰富的

美育资源。比如说,教材中引用了大量的

经典名人名言及家风家训等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这些是中华民族思

想文化的结晶,也是美育的重要资源。我

们在努力继承和创新弘扬具有我国独具

特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文

化的同时,开阔了学生的知识思维和教

学视野,拓宽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和研

究领域,引导学生去践行道德准则,培养

他们高尚的情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的

传统民族文化精神。[6] 

3.2拓宽情景教学 

在对道德与法治的教学中就不但要

以教材去作为基础,更需要去拓展教材

内容。在教材之中其实是有可以进行模

拟教学的,[7]例如在教授班级生活的教

学里,教师就可以安排班级值日为一个

教学情境,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组,由此去

安排他们进行不同的工作,学生在实际

的工作中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班级

人数太多,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一起劳

动,如果硬要一起就会出现工作不公平

的现象,这时学生就会对值日进行好规

划,最终制定出有关规定,进而树立起会

使每一个同学都能心服口服的值日工作

道德感。[8] 

也可以借助小组合作教学,突出了

学生的主体地位,强化了学生对自身学

习的责任心,促成他们之间亲密融洽的

社会人际关系形式的构建,进而在实践

中培养了合作的能力与团队精神。更能

够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提

高学习效率。最终实现使得学生做到爱

学、会学、乐学的教育活动目标,进而有

效地改善课堂的教学质量。在教学中,

要帮助学生建立高效的学习合作小组,

增强小组合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使课

堂的效率达到最高。 

还可以通过视频剪辑、动画放映的

形式,将教学中的某个知识点制作成微

课,通过优美的动画、具体以科学情景剧

的形式充分给予学生良好的课堂学习活

动资源,使得活动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

富多彩,让学生学习知识,体会知识的价

值,领会知识的内在精神,为学生量身营

造一个自由开放的科学教育活动课堂学

习氛围,使得学生在任课教师的耐心指

导下,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主观能动性,

积极主动地学习进行自主思考、交流。 

3.3树立榜样教育 

正确的品德是由多方面因素所促成

的,学生需要先知道生命行为是正确的,

进而获得深刻的情感促动,坚定自身的

意志,最终去知行合一践行理论。在这过

程里,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所以教师需

要不断地加强对于榜样人物事迹的宣传,

例如,在课堂教学中给学生讲解今年的

七一勋章获得者,通过语言、案例、视频

等方式,不断宣传他们的伟大事迹,以此

来为未来国家建设树立学习的好榜样,

号召全体学生去学习他们的伟大精神,

用“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开

启建设“第二个百年”之中国新篇章。 

与此同时,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也

会带给学生美的体验。教师的独立人格

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教师本身

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良好榜样,

教师的独立价值观和独立人格对于一个

学生来说往往具有重要性的影响,品德

高尚的教师更容易培养出拥有良好道德

品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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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对于小学生来说,加强道德与法治

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正在进入观

念萌芽的重要时期,良好的思想品格会

影响到他们的一生。小学《道德与法治》

课程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充分挖掘

美育资源,达到德育与美育融合发展、协

同育人的目的。在《道德与法治》课程

中渗透美育,不仅有利于促进个体的全

面协调发展,还有利于为未来社会培养

合格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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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并被列为清华大学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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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系统化和定制化知识组织,构建基于内容内在关联的“知网节”、并进行基于知识发现的知识元及其关联关系挖掘,代表了中国知网服务知识创新与知

识学习、支持科学决策的产业战略发展方向。 

CNKI 2.0 

在CNKI1.0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知网充分总结近五年行业知识服务的经验教训,以全面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创新服务业为新起

点,CNKI工程跨入了2.0时代。CNKI 2.0目标是将CNKI 1.0基于公共知识整合提供的知识服务,深化到与各行业机构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

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其重要标志

是建成“世界知识大数据(WKBD)”、建成各单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大数据”进行内外脑协同创新、协同学习的知识基础设施(NKI)、启动“百行知识创

新服务工程”、全方位服务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共建“双一流数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