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中的审美力量 ／ 有精度的教学

思想道德賴贿顿审美力量

？ 王艺涵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可以 向学生传递真善美和

正能量 ，
以达到使学生见贤思齐 、 不断进步的 目

的 。 在教育过程中引人审美教育 ，
用审美教育的

批判过程帮助学生提高思考力 ，
可 以 由 内而外地

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 。

让学生在 自 然 审美中培养和谐共融 的情感 。

针对中小学学生容易从感性认识人手的认知特点

来构建认知体系 ，
教师应选择利用客观 自 然界事

物开展审美教育
，
将审美视角锁定在学生熟知且

易于观察和感知的动植物中
，

通过课外实践活动

分析 、 讲解 自 然个体生长和发展轨迹
，
引 导学生

在 自然界的观察中思考生命个体与群体发展的关

系 ，
通过师生的交流和分享 ， 使学生在这

一

过程

中能够感受到 自 然界蕴藏的和谐美 、 共生共融美 ，

在情感层面达到对和谐共融 的认同 ， 从而在此情

感基础上让学生走向人类和谐的 自我意义的探寻。

让学生在生活 审美中拥有追求卓越 的态度 。

每个个体都是在生活中不断积累 自 身 的生存条件

和生活经验 ， 以完成个体的持续发展 目 的 。 在生

活中运用审美的视角去启发学生该怎样生活
，
针

对个体的生活经验
，
在生活审美中思考如何应对

，

启迪学生应该在生活 中饱有追求卓越的态度 ， 并

将这种态度注入学 习和生活 中 ， 帮助学生寻找生

活中追求卓越的意义 ， 获知卓越对于个人成长的价

值 ， 能够 自觉将追求卓越的态度纳人 自 我态度 中 ，

指导 自我行动 ，
不断为 自 我发展提供动力 。

让学生在文化审美中塑造臻于至善 的能力 。

文化审美需要让学生用理性和批判 的精神对待
一

切文化
，
能够感受到人类优秀文化的精髓

，
并作

为精神的养料得以灌溉。 教师要善于在文化历史

的长河中选择各国优秀文化 ，
不仅要拓宽文化视

野 ， 更要注重中 国特色文化的涵养 ，
要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实现学生从听到讲 、 由知至思的

审美过程 ，
使其沉浸其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 引

发学生在爱 国情怀和情感上 的共鸣和升华 ，
驱使

学生在文化审美中反观 自 我 ，
达到 自 我鞭策的 目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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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舰教学

？ 陈晓燕

古代 、 近代到现代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

史 ， 就是
一

部追求
“

有精度教学
”

的历史
；
从孔

子对
“

各因其才 、 因材施教
”

的提出
，
到赫尔巴

特对
“

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 ， 从观念、 统觉等思

想论证教学过程
”

的 明确
，
再到杜威 、 维果茨基

对
“

以儿童发展为核心
”

及
“

教学应走在发展前

面
”

的强调等 ， 均是教育家们 向着
“

有精度教

学
”

坚持研究和不懈实践的结果 。

有精度教学首先是
“

教与学高度契合
”

的教

学 。 教需以学为依据和 目标
，

按照学习过程与实

现条件等展开教学程序与安排教学事件。 其次是
“

学与教高度契合
”

的教学 。 学要以教为指引和带

动 ，
按照教学要义与达成 目标等调整学习心 向与

主动意义建构 。 教与学 的契合不是
一维的 、 静止

的 、 稳定的
，

而是多维的 、 弹性 的 、 发展 的
，
是

在不断迭代调整 、 动态适应基础上的高度契合 。

有精度教学 的达成离不开数据的支持 。 检视

那些成功的 （高精度 ） 教学 ， 均依赖对影响学的

各要素数据进行细致 的分析
，
尽可能了解学习风

格、 任务、 目标、 环境等所给予和限定 的条件等

数据
，
从而有的放矢地设计并及时调适教 ，

包括

目标 、 策略、 评价、 技术等数据 ， 并能够根据学

的变化作出及时而恰当的诊断 、 应对 。

数据 、 算法、 算力三位一体
，
相辅相成

，
共

同推动高精度教学的发展 。 数据收集 的快速性和

真实性对高精度教学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算法是

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分析运算 的逻辑规则 ， 算法及

所依据理论的科学性和信效度是达成高精度及个

性化教学的有效支撑
；
算力是将大量数据按一定

算法规则进行运算的速度与准确性的体现 ， 是高

精度教学 的技术保障 。 移动互联、 大数据等的发

展使数据指数式增长和数据采集技术快速升级
；

认知科学、 教育学等 的创新使学习模型和算法得

以更加优化
；
深度学习 、 异构计算等为算力的未

来迎来广阔的发展空 间 。 在此基础上 的高精度教

学将使教师超越惯常经验、 直觉认识
，
站在一种

宏观的视野和专业的立场 ， 为每
一位学生提供成

功的教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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