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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世外中学学生艺术社团“视外世觉”长期以公益服务为“德育”的重

要抓手，从以人为本、开拓创新、评价激励等方面完善公益服务机制，构建以美

育引领德育的公益课程，通过实践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发他们的公益热情，

促进学生的德育发展，并通过详实的公益服务案例，以及收获与反思为其他社团

开展公益服务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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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任教于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学校现有社团十余个。笔者于 2017 年组

建“视外世觉”学生社团，招募初中各学段有艺术特长或者热爱艺术的学生，根

据学生的兴趣将社团分为“绘画部”、“摄影录像部”和“时尚部”等。社团的

主要活动内容为：1.每年校园固定主题活动的策划和布置；2.围绕节庆开展主题

艺术活动；3.以“五育融合”为核心的公益服务活动。

社团在创办至今一直坚持以“以人为本、平等包容、实践体验、开拓创新”

为公益实施理念，以“优选公益对象、丰富课程构建、精准实践管理、落实评价

激励”为运行机制，在学校中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

一、立足学生特点，精选公益服务对象

上海世外中学，是一所民办中学，学生综合素养普遍较高，家庭条件优渥，

有较好的物质基础，生活幸福美满。我校现有的公益服务主要集中在雏鹰小队、

大队部等，主要任务模式是公益劳动。而“视外世觉”的学生除了拥有扎实肯干

的劳动精神以外，还都有着艺术特长以及细腻敏感的心灵。因此，他们对公益服

务有着更高更专业的需求，迫切需要找到能够体现学生自身价值的公益服务活动。

所以，本着因材施教，发挥特长的宗旨，笔者带领“视外世觉”社团学生通过开

展调研问卷和师生座谈等方式，认真分析学生实际需求，发现我社团学生具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公益服务有较高的认可度与热情，尤其希望能够通过个人



特长为社会做出贡献。但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大部分学生反映现有公益服务

内容主要有探望帮助孤寡老人、街道社区义工、展馆志愿者等，无法发挥“世外

视觉”学生的艺术特长，另一方面经过与学生的沟通他们更希望面对的服务对象

是同龄人或更低幼的孩子。鉴于此，笔者拟定了适合“视外世觉”社团学生服务

对象的甄选的基本标准：

（1）适合视觉艺术类初中生小组参与公益服务的场所或机构，如儿童福利

院、中小学短期支教项目、各类艺术场馆讲解员（儿童场）等。

（2）地理位置靠近市区，交通方便的区域（方便自行前往或父母接送）。

（3）能够落实责任人，并配备公益“指导员”等相关人员（有专业资质的

公益服务人员）。

（4）能够保证学生安全的场所或机构。

笔者经过反复筛选将“视外世觉”公益服务基地选定为一所残障儿童福利院，

公益服务内容为探望帮助这些被救助的孩子及志愿者，深入了解其日常工作。在

同福利院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沟通了解中，全面挖掘适合我社学生的公益服务的资

源与内涵，精心制定计划，务求最大化的发挥每一位学生所长，让学生在公益服

务的过程中激发美育的内涵力量，进一步实现美育带动德育，从而全面提高学生

综合素养。

二、立足美育引领德育，构建公益课程

笔者所组建的“视外世觉”社团组成主要以有艺术特长的学生为主，因此在

开展公益活动时，立足美育带动德育的理念。根据 2022 年艺术课程标准中关于

“指导思想”中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注意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以

人民为中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德育为先，提升智育水平，加强体育美

育，落实劳动教育。”同时根据社团学生需求，以学生为本，实践为主，搭建公

益服务框架，完善课程构建，明确育人目标和方向，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落到实处。并在每一次的公益活动中，笔者将启发学生在创作艺术作品时深入探

讨作品的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道德判断能力。

（一）构建完整的公益课程



根据实地考察后的评估，笔者设计了“视外世觉”公益活动系列课程。（如

下图①）

图①“视外世觉”公益活动课程框架图

（二）活动案例分享

“环境营造组”的学生在此次公益活动中，工作范围主要是：运用自己的专

业所学，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每一位公益服务对象的特殊需要，以实用性、舒适

性、安全性为基本原则，设计制作既方便患儿在室内活动，又安全可靠，且舒适

的软装，创造温馨、愉悦的生活氛围。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学生先要接受环境布



置课程培训，学习室内装潢设计中软装设计知识，实地考察其他类似场所布置，

深入了解每一位公益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然后设计若干套方案供福利院工作人

员选择，最后根据最终方案选用环保、无毒材料将软装制作出来并在现场安装调

试。

案例一：小陈同学喜爱大自然，擅长各种插花工艺，曾多次带领社团成员为

学校教师办公室、学生教室设计节庆主题插花作品，精美的花艺作品不仅美化了

教学环境，同时笔者引导学生思考中国传统节日主题插花作品所传递的道德观念

和人生哲理，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在公益活动中，小陈同学发现在孩子们

的宿舍房间与活动区域没有任何鲜花布置，询问工作人员后得知患儿大多身体极

度敏感脆弱，鲜花中的花粉容易造成过敏或呼吸道疾病，因此不管是室内还是室

外活动场地都禁止布置或种植开花类植物。得知自己最擅长的技艺竟然不能发挥

作用的小陈同学一度非常沮丧。为此，笔者与小陈同学及“环境营造组”的成员

们一起进行了研究讨论。在参考了很多医院、福利院等专业机构的做法后，笔者

带领小组成员开始专门学习各类纸艺花卉的制作方法，同时研究不同花卉带来的

寓意，设计了一系列象征“希望”、“美好”等寓意的纸艺插花作品，给福利院

的环境增添了一抹亮色。

“美育陪伴组”的学生需要开发适合残障儿童的课程，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

关注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注重个体差异和个性化教学，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策略。在开发课程的过程中，笔者带领小组学习学前教育，以

“真、善、美”为教育核心，致力于培养孩子体能、智能、心理能力三维平衡发

展。通过各种美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促

进其智力、情感、语言、社交等各方面的发展。通过精选的绘本故事培养幼儿的

情感、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品格。通过各类的艺术

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感受成功的喜悦，提高其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为其未来的学

习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案例二：“东子”是福利院里最大的孩子，当时他已经快 6岁了，小小年级

心脏动过多次手术，由于长期治疗的关系，他很少接触美育类学习，不喜欢和别

人说话，为了帮助他能够今后快速融入小学生活，社团的大哥哥大姐姐想了很多

办法，有表演绘本短剧，有涂涂画画认识世界，还有教唱各类儿歌的，但都不能



激发他的学习兴趣。直到小刘同学弹着吉他轻轻哼唱坐到他身边时，“东子”的

眼睛一下子亮了，趴在小刘哥哥身边，小手不时小心翼翼的抚摸一下吉他。最后

小刘哥哥成为他嘴里最挂念的人，也破例成为社团唯一去到福利院活动两次的同

学。慢慢的，在小刘同学及大家的引导下，“东子”打开了心扉，学会了接受其

他人的爱护与教育，还找到了领养家庭。“东子”案例对整个社团及笔者都触动

很大，他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美育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让笔者体会

到公益服务为社团学生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德育培养和渗透。最让笔者感到欣慰

的几点，一是最初与“东子”的接触中，面对孩子的抗拒与冷漠，学生们展现出

了极高的耐心和爱心，他们坚持用温暖和关爱去感染他。这种坚持和包容正是德

育的重要体现，让学生们学会了尊重和理解他人，培养了他们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激发他们将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通过项目驱动，社团的学生们亲身参与到公益服务的每一个具体细节中，一

方面，鉴赏、聆听、创作看得见的艺术作品，可以提升学生欣赏美的能力，

增强对美的领悟力，进而激发学生对美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寓教于乐、寓

教于美的教育手段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提升学生的思想

道德意识，形成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职业观。通过社团的公益活动采取

多样化的美育手段，充分发挥美育优势，能够有效地带动思想政治教育，在

协同共进中形成二者的合力。

图②社团学生与福利院儿童互动 图③社团学生与福利院儿童合影

三、立足实践育人，实现人生价值



“说实话在我去福利院之前其实完全不了解这些特殊的小朋友。去之前

我以为会是那种像儿科医院的那种场景，冷冰冰的，没什么人情味，时不时

传来小朋友的哭闹声。当时的我也以为，会看到不少“不正常”的小朋友。

但那些小朋友看起来其实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孩子，性格也都很好。这些事只

有自己实际去了以后才会发现，而且福利院的每个小朋友，我觉得都被工作

人员们保护的很好，也被照顾的很好。感受的到，他们受到了很好的关爱与

照料。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很开心，所以那次去完我感觉其实那段时间是一种

相互陪伴，甚至有一种相互救赎的过程。——陈昱文”

“参与了这次公益活动后我发现，陪伴他们的同时我自己其实也很快乐。

我想这事实上就是奉献的快乐，在那一瞬间，就突然感觉，我好像长大了，

好像可以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了。他们其实不需要我们的怜悯或是同情，他们

大部分其实和普通人唯一的差别就是身体上先天或后天造成的残缺，过度的

同情或怜悯并不是慈善或者公益的目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在不打扰他们

的前提下给他们一种偏向哥哥姐姐那样的陪伴。——邱含之”

“遇见艰苦但又乐观的他们，仿佛遇上了一个有故事的灵魂。在柴米油

盐的平淡里，他们把乐观的玫瑰碾成芬芳的春泥，那是彼岸世界的花落花开，

是来自血液与灵魂最深处的悸动。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相信爱在每

一个人心中，我相信只要人人都伸出援助之手，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孟佑伊”

每一次社团公益服务活动后学生们都会像这样写一些感想与反思，分享在社

团群里或公众号里。在数年的公益服务实践活动中，社团的学生们每学期分批次

参与服务 2次，根据分组，分工协作。学生从第一届看到孩子们凑近都会手心冒

汗的青涩笨拙到现在驾轻就熟，连抱婴儿换尿片都有模有样，他们以老带新，一

届又一届的社团学生已经形成了相当的默契。由于福利院对探访人员有严格的体

检、时间和人数的限制，为了在有限的时间中让更多的社团学生参与公益服务中，

社团每次组织的学生都不重复。很多学生在活动中和福利院的孩子成为了朋友，

他们会自发地利用休息日节假日，带着家长一起前往做公益，为孩子们带去温暖

和关怀。在 2022 年底，社团还通过大队部为福利院的孩子们争取到了学校十三

万余元人民币的爱心义卖善款，帮助到数位患儿的手术及术后康健中。



在每一届“视外世觉”社员的毕业典礼上，笔者都会根据每一位社员在社团

中的表现给与不同的徽章，“公益徽章”无疑是其中最闪耀的一颗，学生们以此

为荣。这枚徽章不仅是对他们在公益服务领域所做出贡献的肯定和鼓励，更代表

了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代表了一种责任和担当，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传

承。通过颁发公益服务徽章，笔者还向其他社员学生传递了一个信息：公益事业

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和贡献的领域，而不仅仅是政府或专业机构的责任。这种信

息有助于激发更多人的公益热情和参与度，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一次次以美育带动德育的公益服务活动背后，学生在美育中立德，通过公

益服务，增强学生道德意识，体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收获帮助他人后的成就感

与快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今后学生们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反思与展望

“视外世觉”的公益服务项目持续至今已经了很多年了。虽然每学期能够实

地去到福利院的机会是有限的，但是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参与公益活动的学生们的

转变。他们在以美育为引领的公益活动中，慢慢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当面对挑战时，能够与伙伴一起出谋划策，结合多学科的知识化解困难。

但由于福利院迁址。这学期社团的学生们无法像从前那样亲身参与实地公益

服务活动中。但是笔者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由于现在数字媒体技术的高

度发展，学生可以通过视频与福利院老师沟通，了解孩子们的需求。然后根据福

利院孩子们不同年龄、喜好制定公益服务内容，借由各种数字媒体软件制作“微

课”分享给孩子，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可以透过网络与孩子进行定期的线

上交流，形成一对一的结对活动，然后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前往福利院进行实地

的公益活动。

五、结语

现如今，立德树人，以美育人是国家重大美育战略，将初中艺术类社团的公

益服务活动打造成为一个全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平台，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学

生从奉献中收获良多，既可以从专业领域得到了实践锻炼的机会，又培养了道德

素质，提升了学生智慧，促进了身心健康，这些对于学生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实践与探索，希望能为社团教学中的美育与德育融合提供一定的参考，

为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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