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学科渗透德育工作计划 美术德育渗
透计划(大全5篇)

时间过得真快，总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又将续写新的诗篇，
展开新的旅程，该为自己下阶段的学习制定一个计划了。我
们在制定计划时需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保持灵活性
和适应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美术学科渗透德育工作计划 美术德育渗透计划篇一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世纪人才，通过完美的艺术形
象来感染学生，以课堂为教学主阵地，课外活动为辅的形式，
不断提高学生的能力。

通过美术教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培养学生热爱民族艺术，世界艺术，扩大学生的艺术视野，
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本学期主要内容以各种基础知识、技
能培养为主，基础教学包括欣赏、绘画、手工制作等，教师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绘画的能力、欣赏作品的能力以及自己动
手的能力，运用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及其学习态度来继续加
强养成教育，培养学生求知欲，勇于探索，大胆创新。

1、通过课堂教学不断渗透德育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操，通过绘画来感染学生，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要有革命
理想，高尚情操和良好品格。

2、结合所学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
力，使学生在愉快中学习。

3、学习中注重学生个性培养，培养其创造性，创新能力，在
学习中培养学生的人格魅力，使他们学会分辨生活中的美、



丑，学会独立，自尊、自强、自重、自立，做一个有用的人。

4、在美术活动中，可以多种形式渗透德育，如通过比赛，增
长知识，开拓视野，培养竞争精神；命题作画，如植树节、
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等，从多种角度加强德育，通过活动，
增加友谊，提高自己的能力，培养团结互助、友好相处的精
神，在互相竞赛中，取长补短。

5、教师要转变旧的教育理念，适应新课程改革的目标要求，
提高教育工作的实质性和领域的拓展性，增强时代气息，全
面提高学生素质，使学生特长得以有效持续发展，培养健康
个性。

总之，在美术教学及其活动中，将尽可能多的与德育结合，
做到教书育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使学生的潜能得
以发挥，使学生成为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的社会有用人
才！

学校：xx区福兴小学 教师：韩xx

时间：20xx年9月

美术学科渗透德育工作计划 美术德育渗透计划篇二

新的课程标准把德育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人的培养在
于教育，德育则是教育的首位。_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因此，我国要
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培养“四有”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劳动者，全面加强德育教育势在
必行。作为艺术学科的音乐更应该重视德育教育。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指导我们，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
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具有社会主义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要使学生
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针对学
生的德育基础，结合学生的实际开展德育教育。因此在音乐
学科的教学中，有责任也应有目的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的
培养，以期能使学生逐渐形成良好的品性，不断规范自己的
行为。

（一）、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体现的人格魅力。德育过程
既是说理、训练的过程，也是情感陶冶和潜移默化的过程。
教师自身的形象和教师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对学生的影响是
巨大的，也是直接的。教师的板书设计、语言的表达、教师
的仪表等都可以无形中给学生美的感染，从而陶冶学生的情
操。比如，为了上好一堂音乐课，老师做了大量的准备，采
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这样学生不仅学得很愉快，而且
在心里还会产生一种对教师的敬佩之情，并从老师身上体会
到一种责任感，这样对以后的学习工作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充分利用教材挖掘德育素材。认真钻研教材，充分
发掘教材中潜在的德育因素，把德育教育贯穿于对知识的分
析中。

（三）、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德育渗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潜移默化的对学生进行德育教
育，比如研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等。拿教学方法来说，我
们可以采取小组合作学习法，这种学习法共享一个观念：学
生们一起学习，既要为别人的学习负责，又要为自己的学习
负责，学生在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前提下进行学习。
在这种情景中，学生会意识到个人目标与小组目标之间是相
互依赖关系，只有在小组其他成员都成功的前提下，自己才
能取得成功。还可以让他们养成严肃看待他人学习成绩的习
惯。

（四）、利用活动和其他形式进行德育教育。德育渗透不能
只局限在课堂上，应与课外活动有机结合，我们通过每学年



每学期开展一些如校园艺术节和主题文艺活动。

在原因课教学中渗透德育，犹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在学
生纯洁无瑕的心田里，种下美好的种子，必能开出绚丽的花
朵。这种潜移默化的德育渗透，是其它德育方法无法代替的。
因此，做为一名音乐教师要提高渗透的自觉性，把握渗透的
可行性，注重渗透的反复性。

我相信只要在教学中，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和知识的接受能力，
点点滴滴，有机渗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以达到德育、
智育的双重教育目的。

美术学科渗透德育工作计划 美术德育渗透计划篇三

一年级的小学生大部分是经过幼儿园学习和做游戏阶段成长
起来的，也有个别的没有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学生聪明伶
俐，有实践能力。经过几周的小学学校生活，一年级的小学
生基本上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有一定的课堂常规，良好
的道德品质以及文明行为的习惯，但是也有一部分小学生自
我控制力差，行为习惯、课堂常规表现的不够好，待以后改
进。

1.坚持育人为本，推进德育创新。

2.在德育的内容上，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3、在德育的渠道和方法上，突出道德体验，道德实践，以"
关爱、理解、互动"为德育工作思路，抓住德育关键，突出德
育主体，优化德育载体，使学校的德育形成"真情德育"、"爱
心德育"、"快乐德育"、"实践德育"和"全员德育"的特色，让
德育因行动而光芒四射，让学校因和谐而充满活力。

教师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德育工作成效如何，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德育工作的认识是否到位，方法是否



恰当，是否把教书与育人有机统一起来。因此要提高德育的
有效性，必须首先解决教师对德育工作的认识问题，这是德
育的关键所在。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育，
是品德与生活课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品德与生活教学质量的
重要环节。品德教育，是品德与生活课的重要任务，是提高
品德与生活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品德与生活教学中有意
识地融入德育教育，不仅能锻炼学生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能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学生服从组织、
遵守纪律、诚实机智、积极进取的心理品质，因此，教师要
根据学生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个性、行为和意志，掌握
其特点、遵循其规律，把德育工作渗透到品德与生活教学过
程中的各个环节，了解品德与生活结构，对学生进行全方位
德育教育。

(一)结合课堂常规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课堂常规是保证教学顺利进行，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
基本途径，教师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班级的具体情况有重
点地把课堂常规的内容和讲礼貌、讲道德、守纪律等结合起
来，加强组织纪律性教育，使学生逐步形成遵守规章制度和
热爱集体的思想品质。

(二)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品德与生活教学具有内容多、范围广、思想性强等特点，这
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利因素。由于各个生活项目
内容不同，所达到的效果也不同，教师要善于思考品德与实
践结合。

(三)结合不同的组织教法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课堂中，选择合理、科学的组织教法，是教师教学能力的体



现，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教师要善于把学
生的.心理活动和身体活动结合起来，利用课堂的组织教法中
的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例如，培养学生的组
织纪律性;增强学生热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的思想;课堂小
结表扬好人好事，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

(四)结合偶发事件的处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教学过程中，偶发事件时有发生，这是学生在活动时的思想
和行动的真实流露与表现，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在课堂中的
行动和表现，及时处理有代表性的事件，因势利导对学生进
行表扬或批评，提高学生对是非的判别能力，达到进行思想
品德教的目的。

(五)结合教师以身作则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在品德与生活教学中，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关键在于
教师的言传身教。作为教师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
质。教师应举止大方，谈吐文明，教学中，讲解清楚、示范
规范、言行一致，给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教师形象，使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达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

总之，在品德与生活教学中贯彻德育教育不仅是学校品德改
革的需要，也是品德教育观念更新的需要。在重视德育教育
的同时，更要重视德育教育的效果。品德与生活教学中的德
育教育必须同品德与生活教学的特点、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
起来，防止只写在计划与教案中，或进行空洞的说教。要把
德育教育内容中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使之成为看得见、摸得
着、能测量、能评价，具有可操作性的实际内容，建立合理
的、客观的、科学的德育教育评价体系，使学校品德与生活
在德育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美术学科渗透德育工作计划 美术德育渗透计划篇四

学校德育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需要。对德育特做如下计划。

德育目标是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自豪感、立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学习、具有良好
公民的国家观念、道德观念、法制观念、遵纪守法、懂得用
法律保护自己、讲科学、不迷信具有自尊自爱、诚实正直、
积极进取、不怕困难等心理品质和一定分辨是非、抵制不良
影响的能力。

1、仪表端庄、朴素大方、不高消费、不留长发、不烫发、不
化妆、不佩带首饰、不穿高跟鞋。

2、讲究卫生、不随地吐啖、不乱扔纸屑、果皮、勤洗澡、勤
理发、勤换衣服、勤剪指甲。

3、爱护公物。爱护校园每处公物、不随便乱涂乱画、爱护公
共设施。

4、讲究公德、扶弱助贫、遵守公共场所秩序遵守交通规则。

5、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

1、做到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增强集
体荣誉感

2、积极参加校内外生产性、公益性和家务劳动。

3、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劳动、培养高尚友情、服从集体生活
的准则、增强对社会的义务感。

4、增强法制观念和抵制不良影响的能力、自觉遵守法纪、正



确处理自由与纪律的关系。

5、讲究言行礼貌、仪表大方、尊重他人。

6、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养成自觉参加校内外生产性公
益性劳动和家庭劳动的习惯。

美术学科渗透德育工作计划 美术德育渗透计划篇五

结合品德与社会学科的特点，把德育教育附着于知识的讲授
或训练之中，使学科的综合性、生活性与德育教育的思想性
紧密结合，达到知识的传授与德育教育的水乳交融，真正做
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学生不会感到是在接
受单纯的思想教育，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已受到了深刻的思想
教育。教学中，教师不能把德育教育生拉硬套的附着在单一
的知识传授上，德育教育在学科中自然而然渗透的同时，也
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品德与社会学科是一门生活性很强的学科，把握住学科的性
质和特点，在渗透德育教育时，才能充分发挥本学科的优势。
在日常的教学中，作为教师应该抓住品德与社会学科"生活
性"这一重要特点进行教学，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德育渗透的生
动性。例如：教学《全家福》一课时，通过搜集日常生活中
父母长辈养育自己的典型事例，体会家庭成员间的亲情，使
学生知道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感受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

德育教育不仅要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结合，还应选准它
与学生精神需求的最佳结合点，才能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收
到良好的教育效果。面对当今社会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以
及随之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学生耐挫能力不强，以自我
为中心，不愿吃苦，自理能力差，父母教育方式不当，道德
观念、集体观念、节俭思想意识淡薄等。这就要求教师在认
准学生精神需求的同时，对症下药，对其进行相应的德育渗
透。对当今学生耐挫能力差这一精神需求，课堂上教师创设



情境，让学生知道遇到困难时应该做到不退缩，体验克服困
难取得成功后的乐趣，从而学会自我调节的方法，提高适应
能力。以此为德育教育的渗透点是教师最佳的选择。

品德与社会学科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综合性课程，
教材的编写主要依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有较强的
阶段性。人的品德发展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在整个发展中也
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德育内容蕴含于知识内容之中，根据学
生的年龄特点，教师必须按照儿童在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年
级的道德发展水平加以组织和安排德育内容，教师还应在不
同的教育阶段确定不同德育教育内容的侧重点，从而体现其
内容组织的科学化。

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主要表现在学生的品德形成脱
离学生生活实际，将品德从学生的生活中剥离出来作为一门
知识去传授。品德与社会学科加强了德育与生活的联系，教
学时教师应重视德育的实效性，把学生置于特定的生活情境
中，让问题在情境中提出，呈现了生活化的学习环境。通过
学生直接参与的社会生活，让学生在体验中感受道德冲突，
感悟道德选择，实现自我、主动的教育过程。

总之，德育教育在品德与社会学科中的渗透是十分重要的，
它必须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教师若能在品德与社会
学科中有机的渗透德育工作，学生定能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接
收到良好的思想品德教育，才能成为建设未来祖国的栋梁之
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