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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象德育是一种德育的新的形态，是依托和运用生动具体的形象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培育、塑造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形象德育中形与神的关系是形象德育

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在形与神的关系上，神决定形，形彰显神，形与神的关系是神决定形

和形彰显神的有机统一，这是形象德育的内在规律。当前，形象德育要遵循这一规律，着力创作

形神高度统一的生动形象，凸显形中之神，运用一定形象蕴含的丰富思想、价值、情感来影响、

教育、启迪和引导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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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德育，不同于说理教育，是一种德育的新

的形态。在形象德育活动中，形与神的关系是形象

德育固有的、本质的关系，其中，形是形态、形式、

外相，神是思想、内容、本质。“形与神俱”，形神

统一，神决定形，形彰显神，这是形象德育的内在

规律。深入研究和探索形象德育的形神统一规律，

有利于深刻认识和把握形象德育形与神之间的固有

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自觉把握和运用这一规

律开展形象德育活动，提高当前我国德育的实效。 

一、形与神的关系是形象德育固有的 

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在形象德育过程中，形与神的关系是形象与精

神的关系。形与神的关系，是有形和无形的关系，

形象是生动、具体、有形的，精神是无形的，生动

具体的形象构成了精神的载体，精神虽然看不见，

但它却蕴含在形象之中，对形象及其德育作用的发

挥起着决定性作用。形与神的关系，是外在和内在

的关系，形是外在的，神是内在的，内在的精神总

是要通过一定的外在的可感形象显现出来；形与神

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是形式，神是内

容，形象德育的形式展现形象德育的内容，形象德

育的内容决定形象德育的形式。古今中外，人们对

形与神的关系，尤其是艺术作品的形与神的关系做

了不少探索，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掌握和运用形

象德育形神统一的规律。《乐记·乐象》曰：“德者，

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

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

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

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

可以为伪。”德是人性的根本，乐，是德性的花朵。

诗，抒发志向；歌，咏唱心声；舞，表达情感。诗、

歌、舞都源于内心，然后乐器相随。所以，情感深

厚就会文彩鲜明，气度宏大就会变化神奇，和顺的

情感聚积在心中，就会通过美好的音乐和神采表现

出来。唯有乐才不可能伪装出来。这就告诉我们，

艺术的真谛是思想和情感的抒发。没有思想和情

感，就没有艺术。正如著名音乐家李斯特所说：“诗

歌和艺术天才的使命在于以美的光芒笼罩着真理，

诱导思想高扬，用美激发被感动的心灵向善，使它

上升到道德生活的高峰，在那里自我牺牲变成了享

受，英雄行为成为需要„„自己什么也不要求，却

在自身中找到能给予别人的东西。”[1](P108)在精神与

形象的关系上，黑格尔做了深入的探索，“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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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

艺术要把这两方面调和成为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

体。”[2](P87)形与神的关系，表现在艺术作品上，就

是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

的关系。艺术的内容决定艺术的形式，艺术的形式

表现艺术的内容。思想是艺术的灵魂，艺术是思想

的外显。在形象德育中，必须始终注重用生动感人

的艺术形象来传递、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使人们

在欣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思想的

熏陶。 

形与神的关系贯穿于一切形象德育活动。形象

德育的形象无论如何形态各异、千变万化，但总是

承载、表达、彰显一定的精神，形与神的关系普遍

存在于一切形象德育活动之中。不同形式的形象德

育活动，按照内容可划分为艺术形象德育、生活典

型德育、虚拟形象德育等，都始终贯穿着形与神的

关系。缺少了神，形象德育就失去了灵魂，缺少了

形，形象德育就失去了载体。形与神的关系最集中、

鲜明地体现着形象德育的根本特征和固有优势。形

与神分离、脱离或背离，形象德育就难以存在和发

展。形象德育所依托和运用的各种形象，本身都是

形与神的高度统一。开展形象德育，运用不同的形

象打动人、感染人、教育人，归根到底，就是要使

各种形象充分体现思想性，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本质

和思想价值意蕴，又要兼顾艺术性，包含大量的事

实、情节、景象、细节、场面、画面等，寓思想性

于艺术性之中，寓教育性于娱乐性之中，寓价值性

于审美性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形象暖心、感人、化

人的德育功能。同样，运用社会生活中生动感人的

典型人物形象育人也不例外。先进典型是社会道德

规范的积极维护者，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理想人格的

体现者。塑造和宣传先进典型，就是要善于从日常

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中挖掘、总结、提炼先进人物

的感人事迹，并将这些感人事迹经过高度的概括和

集中，凝练出一种高尚的精神，塑造具有感人事迹

和高尚精神的先进典型，教育人们自觉认同、学习、

践履生动感人的事实、故事、细节承载的先进典型

的高尚精神。因此，塑造、宣传和学习社会先进典

型人物，同样贯穿着形与神的关系。 

形与神的关系贯穿一切形象德育活动始终。一

切形象德育活动的过程，都是发现、塑造、传播、

认同、效仿形象的过程。无论是发现形象、塑造形

象、传播形象还是认同形象、效仿形象，都始终离

不开形与神的关系。发现形象、塑造形象，是形象

德育过程的准备阶段。发现和塑造形象，既要注意

发现和塑造各种形象具有的鲜明个性特征，这种鲜

明的个性特征正是各种形象的“形”，更要注意发

现和塑造各种形象具有的深刻思想内涵，这种深刻

的思想内涵正是各种形象的“神”。发现、塑造形

象，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这种魂，是形中

之神，是形象所具有的思想、精神和灵魂。传播形

象，认同形象和效仿形象也是这样。传播形象，是

形象德育实施的重要阶段，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

过典型形象联接与互动的重要环节。在通过文艺演

出、新闻报道、艺术欣赏、社会实践、网络互动等

各种方式传播各种典型形象时，同样离不开形与神

的统一。既要宣传各种典型形象极具个性化的鲜明

特征，更要深入宣传典型形象具有的精神实质。认

同形象和效仿形象，是形象德育的价值认同和践行

阶段，即把受教育者由形象德育的客体转变为形象

德育的主体，主动认同和践行形象德育价值的阶

段。这一阶段，不仅要引导受教育者了解、掌握、

认同和效仿典型形象的外部特征，更要引导他们深

刻了解、掌握、认同和效仿典型形象的精神特质和

价值追求。如对艺术典型和先进人物的认同与效

仿，就不能拘泥于对细节、情节、音容笑貌、行为

举止的认同和效仿上，而是要着重认同、效仿、弘

扬艺术典型和先进人物的崇高精神和价值追求，这

才是形象德育运用形象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

落脚点。 

二、形与神的关系是神决定形和 

形彰显神的有机统一 

形神统一规律揭示了形象德育固有的形与神

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本质的、必然的

联系表现在： 

一方面，神决定形。神是形的决定因素，精神

是形象的主导因素。在形象德育中，一定的形象能

否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都是由一定的精神所

决定的，关键在于承载、表达、体现一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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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形象，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鲁迅谈

到美术创作时，强调指出绘画或雕像要表现一定的

思想、精神和人格：“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

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

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

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喜欢尝玩，尤能发生感

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3](P28-29)在形神关系上，

中国古代文人更重气、重神、重风骨，强调“精、

气、神”，把形神统一、形神兼备看作是艺术创作

和欣赏的最高境界，认为要以形似而立象，以骨气

显精神。李贽《诗画》云：“画不徒写形，正要形

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提倡形神兼备，

强调形神画态，状形传神。刘勰在《文心雕龙》一

文中谈到文学创作时，深刻指出：“文之思也，其

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听

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

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

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

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

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

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

照之匠，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

端。夫神思方远，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

将与风云并驱矣。”强调文学创作要“陶钧文思”“澡

雪精神”，在凝练文章的思想和精神上，下足功夫，

这是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创作出优秀的文学

作品的关键。实际上，任何文艺作品能否成为优秀

的作品，关键在于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而塑造典

型的艺术形象，关键在于从社会生活中凝练典型艺

术形象固有特性和内在的精神本质，再以一定的艺

术手法表现出来。徐悲鸿的《骏马图》，可谓是淋

漓潇洒，遒劲有力，逼真传神，堪称一绝，令人印

象深刻、精神振奋。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没有一

般地去描摹马的外形，单单追求一种“形似”，而

是凝练骏马的最能使人感发体悟的独特的内在精

神特质，在“神似”上下足功夫，抓住最能揭示骏

马特征的地方来表现骏马的本质，突出画马的肌肉

和骨骼，凸显骏马的风骨和精神，最终形神毕肖，

产生极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形象能否立得住，关

键在思想。一定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愈

透彻、反映时代的特征愈鲜明，体现的思想愈深刻，

就愈能立得起来，产生重要德育价值。其实，不仅

艺术形象，其他形象要立得住，也要具有深刻的思

想内涵。一定的形象要叫得响，也是由一定的精神

所决定的。所谓叫得响，就是一定的形象确立起来

之后，经得起考验，令众人信服，成为具有重要影

响的形象品牌，产生重大的德育价值。拿社会生活

中的先进人物来说，时势造英雄，每一时代都会产

生不同的典型人物，每一个典型都是时代发展的产

物。这些典型人物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反响，就在于

他们是反映时代本质特征、体现社会本质要求，顺

应社会发展趋势，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铁人

王进喜之所以令人感动、影响巨大，不仅在于这位

新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的事迹感人，关键在于王进喜

身上体现出的一种当家作主、无私奉献、艰苦奋斗、

顽强拼搏、催人奋进的精神。一定的形象要传得开，

更是由形象内在的精神所决定的。一些文学经典之

所以经久不衰，成为传世之作，就在于其塑造的艺

术形象表达的一种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和魅

力。一些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尽管已经离开我们几十

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他们仍然活在我们心中，

就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岳飞精

忠报国的爱国情怀，范仲淹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

感，焦裕禄心系群众的高尚精神，是不同时代的典

型人物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在形象

德育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典型形象的形加以描

述、表达和传播，注重“述形”，更要注重对典型

形象的神加以发掘、凝练和阐发，注重“传神”，

使典型形象中的精神得到广泛的传播、深度的认同

和自觉的践行。 

另一方面，形彰显神。形是神的表现形式，形

要服从服务于神。在形象德育中，神离不开形，缺

少了形，神就丧失了载体和依托，成为一种不可捉

摸的、无影无踪、难以感知的抽象存在物。形是显

于外，看得见、摸得着，感知得到的，神是潜于内，

看不见，摸不着，不能直接感知的。只有借助有形

的形象，才能把无形的思想生动具体地表现出来。

《春秋·老子》曰：“形具而神生。”只有具备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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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精神才能生动地表现出来。范缜认为，“形

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离开了一定的具体形象，

这种形象所体现的精神也就无所依存了。普列汉诺

夫指出：“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

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

表现。这就是艺术的主要特征。”[4](P4)别林斯基也认

为，“诗也在判断和思考，因为诗的内容和思维的

内容同样是真理；但是诗以形象和图画、而不是以

三段论法和双关论法来判断和思考的。任何情感、

任何思想必须形象地表现出来，然后才是诗的情感

或思想。„„诗的本质就在于给不具形的思想以生

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这样看来，思想只是

海的泡沫，而诗的形象则是从海的泡沫诞生出来的

爱与美底女神。谁要是生而没有创造的幻想，不能

把思想化为形象，不能以形象思考、判断和感觉的

话，那末，无论他有怎样的智慧、情感和信仰的力

量，无论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和时代的心智内容

怎样丰富，这一点都帮助不了他成为诗人。”[5](P10-11)

形象德育，只有依托生动具体的形象，才能有效进

行思想道德教育。在形象德育中，形象是一定的形

式，精神是一定的内容，形象始终是为传播、弘扬

一定的精神服务的。黑格尔深刻指出：一则，“要

经过艺术表现的内容必须在本质上适宜于这种表

现”。[6](P315)二则，“艺术的内容本身不应该是抽象

的”。[6](P316)再则，“一种真实的也就是具体的内容

既然应该有符合它的一种感性形式和形象，这种感

性形式就必须同时是个别的，本身完全具体的，单

一完整的”。[6](P316)黑格尔这里论及了艺术领域形表

现神、形式表现和服务内容的具体要求。这种要求，

对于我们理解形象德育过程中形彰显神、服务神，

形象表现、彰显和弘扬一定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启

示作用。 

在形象德育中，形彰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一定的形式服务一定的内容。要根据

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来选择一定的表现形式，塑造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形象。这种典型形象，深刻

反映了一定社会生活本质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只有

经过典型化的方法深刻总结和反映一定社会和时

代的精神，这种典型形象才能成为形象德育的有效

载体。无论艺术形象德育、生活形象德育还是其他

形象德育都是这样。在艺术形象德育中，如果创作

的艺术作品不能成功塑造典型形象，反映时代精

神，这种艺术作品就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作品，

而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艺术作品就是一堆文化垃圾，

不仅没有德育价值，甚至可能污染人们的心灵。而

生活形象德育中，我们树立宣传的社会生活中的先

进典型，如果只是一味专注于描写外表细节和毫无

意义的逸闻趣事，而不着力发掘、凝练和传播其精

神，这样的典型宣传同样是没有价值的。二是一定

的思想内容要通过一定的具体形象表现出来。无形

的抽象的思想只有通过有形的、生动的、具体的形

象表现出来，才能更好地被人们感知、认识、理解

和掌握。一个真实、具体、生动的形象产生的思想

启迪有时比起抽象的理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巴

黎圣母院》塑造的神父和丑陋的敲钟人扎西摩多两

个典型形象，前者道貌岸然而内心邪恶，后者外貌

丑陋而内心善良，关键时刻，扎西摩多通过对吉普

赛少女的营救和对曾经收养自己的神父的伪善行

径的反抗和揭露，撕下了罩在神父身上的虚伪的道

德面纱，展现了扎西摩多丑陋面孔后面的美好心

灵，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顿时发生了逆转，

使人们通过神父和扎西摩多两个典型形象及其尖

锐的矛盾冲突，受到巨大的心灵震撼和深刻的思想

启迪。三是一定的具体形象要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形彰显神，要求形象必须具有个别性，具有鲜明的

个性特征。鲜明的个性特征，恰好是表现典型形象

深刻思想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典型的、又是

个别的，典型性中具有个别性，个别性体现了典型

性，最能代表典型形象的特征，也最能给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因此，在形象德育中，要善于发现、发

掘和描述最能代表形象个性特征的细节、情节、动

作、行为、语言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

文学，在描写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英勇奋

战、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时，

选取了几场最典型的战斗场面和震撼人心的细节，

不仅描写了战士如何浴血奋战，而且描述了他们战

斗中的思想与情感，反映了他们淳朴善良的品质，

坚硬刚强的意志，保家卫国的情怀，一群具有爱国

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志愿军战士的形象跃

然纸上，生动形象地回答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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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震撼、感动和沉思。因此，

只有以恰当的表现形式来彰显神，才能更好地服务

神，使形象承载的精神得到更好的践行和弘扬。 

三、形神统一规律在当今形象德育中的 

有效运用 

当前，自觉遵循和运用形神统一规律开展形象

德育活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形与神的相互关系，

从着力塑造形神高度统一的生动形象，在形象欣赏

中深刻把握形象的思想性，注重深邃思想内容的形

象化表达等方面加以推进。 

1．形象德育要着力塑造形神高度统一的生动

形象 

形象德育要寓神于形，以形显神，就要着力塑

造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生动表现形式的典型形象。

这种生动典型的形象体现的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

等精神性的东西，是形象之“神”，它是形象的意

蕴和内在生命，正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发挥着教育

人民、价值引领、推动发展的作用，这也是形象产

生德育价值的关键。而形象赖以存在和传播的外在

形式和生动载体，是形象的“形”，它是形象的外

在形式和魅力源泉，外在的形与内在的神结合得愈

加紧密、完美，塑造的形象就愈丰满，也就愈能成

为育德的形象。 

塑造形神高度统一的生动形象，要求在进行形

象塑造活动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得其“形”，刻意

对“形”的相似性进行攫取，而必须要向深处拓展，

追求得其“神”。形象塑造者要扎根社会生活，走

进人民群众，深刻思考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时代特

征，深入分析时代精神、核心价值与具体形象之间

的连接点和契合度，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方式，舍弃

与思想主题和中心主题无关的事件、细节、特征，

避免面面俱到、流于细琐，通过高度集中、概括、

提炼、总结形象的本质特征和精髓要义，把深邃的

思想挖掘出来，把最鲜明的个性集中起来，塑造出

生动感人、引人入胜的形象，产生令人难忘、感奋

人心、提升情趣、陶冶情操的作用。同时，塑造形

神高度统一的生动形象，还要做到个性鲜明，以形

传神。形象塑造固然要重神，但还要传神，传神必

以形。生动形象的塑造，须避免陷入概念化、形式

化、符号化的窠臼，绝不能变成抽象思想、价值意

蕴的简单图解和标签，而要在深入生活、体验生活

的基础上，进行艰苦深入的形象塑造工作，通过大

量生动感人的典型的事件、情节、细节、特征来展

现内在的矛盾冲突，塑造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使

典型形象内在的思想意蕴和外在的生动形式有机

统一起来，从而不断增强生动形象育德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说服力。 

2．形象德育要在形象欣赏中深刻把握形象的

思想性 

运用形神统一规律开展形象德育，还要注重在

形象欣赏中深刻把握形象的思想性，理解和领悟生

动形象蕴涵的深刻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本质。形象是

形象塑造者按照一定的理想，把思想、感情、理想

熔铸到形象中，依照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体验而凝

练、塑造出来的具体可感又带有强烈主体意识的对

象。形象赏析活动作为形象德育的基本活动和方

式，就要组织引导人们深入地分析“具体形象”与

“思想价值”的内在契合度，分析考量受教育者基

于自身的能力、经验、背景、文化、个性等主观因

素对这一“具体形象”可能产生的联想和想象的文

化动因、情感态度、思想倾向等，有针对性地选择

和运用生动具体的形象来做好吸引、感化、启发受

教育者的形象育德活动。 

形象欣赏活动，要注重引导受教育者从展现形

象的鲜活的场景、复杂的冲突、个性的语言、生动

的细节中，设身处地地感知、感受、感悟具体形象

所体现和蕴含的精神、思想和事迹，将自身的体验、

认知、情绪，投射在作为欣赏对象的具体形象上，

产生强烈的主观体验和情感共鸣，获得心灵上的洗

礼、情操上的陶冶、思想上的升华，不断提升自身

的思想道德境界。如巴金的《家》中塑造的“觉新”

这一经典人物形象，反映特定时代青年的苦闷、矛

盾、冲突和欲望，引起了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强烈的

关注和情感共鸣，激励和鼓舞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

摆脱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并

为之奋斗终身。在对《家》这部作品进行鉴赏活动

时，就要结合觉新生活的历史时代、遭遇的矛盾冲

突和悲惨生活的经历，进行分析、阐述和启发，这

样才能理解典型人物的内心思想冲突和理想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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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追求，从而对欣赏者产生积极的思想道德教育作

用。因此，任何形象德育活动，在引导人们欣赏一

定的形象时，都要注重把一定的形象放在一定的社

会环境中理解，结合一定的形象所生活的时代环

境、成长经历和内心冲突进行分析，并同欣赏者的

生存境遇、生活经历和情绪体验结合起来，把自己

摆进去，融入自己的认知和情感，深刻感受一定形

象的复杂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才能产生强烈的

思想互动和情感共鸣，并从中受到深刻的感染、教

育和启迪。 

3．形象德育要注重深邃思想内容的形象化表达 

运用形神统一规律开展形象德育，还要在深邃

思想内容的形象化表达上下功夫，着力探索和运用

视觉图像、文学艺术、典型人物、社会仪式、动漫

动画等多种载体生动形象地表达、阐释、呈现、传

播深邃的思想观念，促进生动形象承载的思想观念

具体化、日常化、生活化，使一定形象蕴含的深邃

思想内容为更多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 

形象德育要注重思想内容的形象化表达，一是

要大力塑造和弘扬先进典型以传播社会理想道德

人格。在形象德育活动中，要高度重视先进典型的

示范引导作用，精心发现、塑造和传播、弘扬体现

社会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要求的先进典型，尤其是

要发现、凝练、传播和弘扬社会生活各行各业中涌

现出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生产标兵的英雄事迹、

心路历程、情感冲突、价值追求，把握先进典型形

象得以展现的事实、冲突、情感，使先进典型的高

尚精神体现在生动感人的具体事迹之中，让人们感

到可亲、可信、可感、可学，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教育和启迪。二是要合理运用视觉图像传播生动

的德育形象。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

越来越依赖于丰富的视觉图像来反映和再现生动

典型的形象。各种政论片、公益广告、动漫、网游

等视觉图像，是塑造、传播、再现一定典型形象的

重要载体。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基本是在视觉

文化熏陶和影响下成长起的一代，对于视觉媒介的

依赖性越来越高，他们对琳琅满目的视觉形象具有

天然的审美偏好和敏感，视觉文化甚至成为了他们

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对我国社会青少年思想

和行为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利用视觉文化这一广泛传播的载体来塑造和传播

一定典型形象，使一定典型形象视觉化、生动化、

可感化，有助于增强形象德育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三是充分利用文学艺术传播时代的先进思想。先进

的文艺作品，以典型化的创作方式创作出的集深刻

的思想深度、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手法于

一体的形象，既生动，又深刻，是形象德育重要载

体和绝佳教材。当前，我们要积极创作和传播优秀

文艺作品和艺术形象，不断增强文学艺术形象的辐

射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加深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

文学艺术形象及其蕴含的先进价值观念的理解和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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