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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在在校学生的道德品质与过去相比有明显下滑的趋势，注重个

人利益，忽视社会公德；心理脆弱，经得起表扬却受不起批评；学习动机与前途

考虑较现实，但境界欠高。虽然正义感居于上风，爱国热情与民族尊严较强，但

道德成熟度不高。为了加强德育教育，笔者建议在影视欣赏中进行德育教育。   

  【关键词】德育；德育方法；影视；影视艺术  

 

  每当遇到我教过的学生，想和他们打招呼而他们却把头扭向另一边时，我心

里总有一种惭愧，他们有很多是好学生；每当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老人站在坐着

的学生身边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些伤痛；每当我听到某某学生因考试考得不好

怕被责骂，而跳楼自杀时，我心里总会产生一些疑惑。教育，这都是没教育好，

虽然这只是个别的现象，但也不能不说在我们的教育中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

在目前教育中，尤其是初中教育，“一美遮百丑”，只要成绩好，其它问题都可

以忽略的现象比较严重。家长和老师对于学生内心的想法、兴趣爱好极少关注，

而对功课和升学的关注占绝对优势。一方面造成众多学生特别是资优生用在社会

道德、公民意识等学习以外的学习时间少之又少；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在道德方

面劣迹斑斑的资优生，因成绩优异，其缺点和错误无人过问，或得过且过，疏于

“管教”。而资优生耀眼的成绩，更是掩盖自身个性缺点的重要屏障。因此，我

们的德育是该引起注意了，那么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该怎样进行的德育教育呢，

在这里我想说说在影视欣赏中进行德育教育。  

  一、德育教育存在的问题  

  德育的任务是激发、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和热爱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感情，培养社会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目前的学校德育方法是重传递，

轻思考；重灌输，轻交流；重外律，轻内修。教师居于重心地位，学生处于从属

地位，违反了科学的德育规律。我们的德育方法往往满足于开设了多少德育课程，

开展了多少次主题活动，重显性，轻隐性，忽视了发挥教师榜样示范、自然陶冶、

校园文化、实践体验、自我反省、学科渗透等多渠道的德育功能。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  

  要想顺应社会发展，真正实现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使命，学生要消

除对教师、对家长的依赖思想，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人道德生活的主体，以对本

人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感，主动进行道德学习，自觉磨炼道德意志，积极投身道德

实践。以一种积极进取、自觉成长的生活观与教师相互探讨，共同思考，日益走

向道德成熟。以这样的德育观为指导，学校在德育教育中可以引进影视作品，教

师在讲授中分析大量生动形象的影视片段，将抽象冰冷的理论化为可知可感、可

亲可敬的教育行为，这无疑对学生起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学生在潜移默化

中更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也正体现了班杜拉的榜样

示范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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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的爱国主义影视片藏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内涵，具有形象、直观、生

动、可信、感染力强的特点……也是促使中小学生了解历史、认识国情;开阔视

野、提高审美观: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志向;逐步树立正

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让学生观看《火烧圆明园》、

《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题材的影片，在愤感、悲伤的审美情感中就会激起热爱祖

国、建设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祟高情感。优秀影视片正是运用多种艺术手段，

将中国各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和英雄事迹展现于银幕，有很强的思想教育性  

   影视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声画结合，亦静亦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影

视作品，往往比一般的文字作品更形象，比一般的表演更生动。空洞的说教和大

话套话，学生不仅不愿听，而且很反感；而好的艺术作品形象地诊释人生与做人

的道理，惩恶扬善，寓教于乐，易于学生接受。如电影《冲出亚马逊》，这部影

片反映的是两名中国军人超越极限为国争光的事迹。故事发生在 1999 年，我军

两名特种兵—中尉王辉和战士李小龙在美洲亚马逊流域的“猎人学校”训练期

间的所作所为。中国人被西方人的歧视，中国人面对强悍显露出来的弱小与弱势，

影片一开始就暴露无遗，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两位看似弱小的中国特种兵，

在“在这里，我们两个就是中国”这个信念的支撑下，用事实纠正了一次次的偏

见，消除了一个个的误会，赢得了战友们的尊重和猎人学校领导的刮目相

看。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句至理名言很难扎入学生内心深处，而这部电

影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丰满地阐释了这种信念，用中国人刚强、勇敢、超人的

事实，激发了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敢于挑战困难的信心。 

爱因斯坦曾尖锐地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学习，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

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

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美和道德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

—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影视艺术正是坚持以情施教，

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让学生在影片中受到的感染与影视艺术中隐含的道德文化

产生共鸣，通过这种共鸣，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便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得到学生的认可和

赞同，使他们获得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满足感，并由此带来社会适应感及与人

分享精神体验的愉悦感。在满足与愉悦当中，道德观念悄然植根于学生心中，继而开花结果，

最终外化为道德行为，从而实现德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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