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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诗琪
实习记者 殷 可

一叶龙舟载着3枚小粽子在波涛

中翻腾；一颗超新星转生成了一个鸭

蛋；忙碌的国际机场到处都是转运的货

物和来往的旅客………这一幕幕橡皮

泥定格动画都出自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学生之手，学生们在美术设计课上编剧

本、做道具、当导演，创作定格动画。

除了制作定格动画外，该校学生

还可以选择体验国画、西画、手工。手

绘的水彩明信片、画满山水花鸟的油纸

伞、自主设计的帆布包和帆布鞋……小

艺术家们形形色色的作品摆满了美术

教室和学校里的展示角。或因为兴趣，

或因为好奇，该校每名学生都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了喜爱的美术选修课，在不同

的美术教室中体验艺术之美。

“统一”变选修：一场美术课改革
学生在国画课上领略水墨风情；在

设计课上创作定格动画；在西画课上体

验速写、素描、水彩画；在手工课上做香

囊、做纸雕，甚至还能跟着杭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风筝制作技艺的立项人学习

风筝制作……2019年 9月，高新实验

学校美术组教师们进行了课程改革，美

术组根据教师的专业、特长划定方向，

开设国画风雅、西画、立体手工、设计生

活4门选修课程，由学生自行选课，目

的是让他们能深入探究美术领域。

4门美术选修课以各专业教室为

实践基地开展课程，所以4个美术专业

教室的设计、装饰也各不相同：装饰西

画教室的是临摹所需石膏；国画教室

里，纸墨笔砚一应俱全，墙边的装饰柜

里摆放着绘着花鸟的团扇等物；参加设

计课的学生则人手一台PAD，用于绘

画设计……这些不同的装饰和安排都

出自高新实验学校美术教师之手，教师

们意图利用这些装置和布置，让学生沉

浸式地体悟美学，感受艺术之美。

“选修课让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课

程、不同的教师处体验各家所长，感受

前所未有的乐趣和成就感”高新实验

学校美术课程负责人王小平表示，美

术选修课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

都有很大益处，“教师能从兴趣爱好中

衍生出更多的创新意识，起到教学相

长的作用”。实施一年多来，选课秒杀

成了一道风景线，课堂的作业质量明

显提高，美术课堂成为师生都乐于参

与的学习共同体。

除了选课走班，高新实验学校还实

行美术轮班制。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油画系的教师王瑞琦表示，学生选课是

分方向的，但是初中美术教育不应只有

一个方向，所以全校学生除了在课堂上

体验各类美术知识外，也会在不同学期

实行班级互换，让学生体验其他方向的

美术知识。美术组4名教师来自4个

不同的美术专业，正好涵盖初中美术课

本的知识要求，并且有了专门的美术授

课方向后，教师授课内容能比书本上提

到的更深入、更丰富，也更能激发学生

对美术的兴趣。

课时延长：美术也能连上2节课
伦勃朗、拉斐尔、达·芬奇、弗里达·卡

罗……教授西画课的王瑞琦正在给初二

学生上人物水彩课，并为学生一一展示

艺术家的自画像，“他们把自己的鼻沟

纹、额头纹都画出来了，很写实”“毕加索

的自画像很抽象、很有个性”。学生们听

得认真，王瑞琦也越讲越深入。

“尝试画自画像能近距离感受艺

术家，而且通过观察自己，能发现之前

没注意到的特点，也是一种自我认知的

改变。”她向记者解释自己将自画像作

为西画美术课重点的初衷。十几分钟

的理论学习和指导后，就是学生的实践

专场。学生先用铅笔起稿勾线，再用水

彩上色，在之后的50分钟左右时间里，

学生们沉浸在自己的画作中，下课铃响

起时也不愿离开座位休息。

“传统的美术课，教师大概讲授15

分钟，学生画20分钟，最后收拾一下画

具就结束了。”王瑞琦说。如果按照正

常课时，40分钟的美术课很难让学生

产出完整作品，学生上课体验较差。为

了让学生更好地体验美术课，也为了在

课内能完成作品，不占用课外时间，美

术组教师特向校领导申请了连上2节

美术课的请求。没想到，这一在中学里

看似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竟得到了校领

导的高度认可，在与信息技术课协调

后，美术课程改为了两节连上，保证了

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和学习时间。

多元美育：美术课不只有绘画
这样的美术课深受学生们的喜

爱。初二学生季佳玥在这一节西画课

里第一次完成了一幅自己的肖像画，

她表示每周一次的美术课调剂了焦躁

的学习生活，而老师对美术名家的介

绍也让她有了新收获，“我对课上讲的

传奇女画家弗里达很感兴趣，她的眉

毛和我很像，很亲切，我课后想去了解

她，看她的其他画作”。而有素描基础

的赵立扬绘画时则充满自

信，他说：“我从五年级就开

始学习画画了，我觉得现在

的美术课跟以前相比更讲究

细节。”热爱绘画的他在课后

也会拿着自己的速写本向王

瑞琦讨教绘画技巧。

王瑞琦曾回忆课程改革后自己上

的第一堂素描课，教学生透视，让学生

画正方体。“对美术教师来说，新改革

的美术课比以前的美术课难，有功底

的学生和没功底的学生会差很多。如

何既能讲授美术知识，又能平衡不同

水平学生的需求，是我要考虑的重

点。”她说。后续她也曾复盘调整课

程，认为课程设置不需要太专业化，而

是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和鉴赏力，加强

他们的自学能力。之后，她的课程设

置更加多元，也更有趣：给学生讲建

筑，带他们欣赏建筑师高迪的作品，让

学生用水彩画房子；给学生讲博物馆，

介绍博物馆和其中的作品，还提到艺

术衍生品，带学生用石塑黏土做艺术

冰箱贴等等。学生也对课堂和自己的

作品充满喜爱和自豪。王瑞琦指着贴

在黑板上的形形色色的冰箱贴笑着

说：“好多学生都来问什么时候可以把

作品带回家，可以炫耀炫耀。”

除了课堂教学，王瑞琦和其他美

术教师还会连接课内课外，借助杭州

的地理文化优势，向学生推荐各种优

秀的美术展。“比如之前的安格尔展，

美院每年的毕业展。”王瑞琦说，“关于

美育，课堂上能做的是引导，让学生对

艺术有很正的认识，看到作品不只是

谈美的丑的，还能了解美术史、知道作

品背后的故事，同时教他们深层的理

念上的东西，让学生以后接触美术时

也能有自己的领悟。”

□黄欢儿

高考即将来临，当周围都在

宣扬“高考独木桥”理论时，又有

几人能真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

起时”？事实上，我们常看到一些

学生因为过于紧张而导致高考发

挥失常的现象。作为一名高三班

主任，我该如何在高三最后的冲

刺阶段，让学生远离焦虑，成为情

绪的主人，从而“怒不过夺，喜不

过予”，成为决胜高考的千里马？

在临近高考的一段时间内，我在

学生情绪管理上做足了功课。

绘学号，道出我的高考宣言

相信每个高三班级都有“高

考倒计时日历”，但这样的“倒计

时”能真正起到正向的激励作用

吗？况且倒计时日历至少放了

100 多天了，很大程度上已经成

为一种形式。在我看来，也许让

学生主动赋予数字更丰富的内

涵，才会让“高考倒计时日历”发

挥更可靠的功效。

每个学生都有学号，它不该

只是一串简单的序号，而应该成

为学生个性的体现，甚至是高考

宣言。我在班级里启动了“绘学

号倒计时”的活动——每名学生

以自己的学号为蓝本，绘制倒计

时牌。2019届高三班共39人，于是我在距离

高考39天时启动活动，由学号39号的学生依

次往前，将学号与倒计时天数关联，每名学生

绘制一幅属于自己学号的倒计时牌。

在学生的画笔下，普通的阿拉伯数字被

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有的学生把自己

的学号“8”绘制成沙漏，激励自己“时间不在

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怎样使用”；有的学

生把“4”绘成扬帆起航的帆船，充满“乘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有

的把“23”组合成一只天鹅，寓意“美好而坚

强”；有的为“2”戴上皇冠，表示有“我能行”的

美好追求……

整个活动中，学生绘制倒计时板的用心，

让本来枯燥乏味又让人“闻风丧胆”的倒计时

成了高考前每天的“小确幸”，而冷冰冰的学

号也从此有了温度和希冀。

师生共餐，换个环境交流

逢年过节时，总有毕业的学生来我家做

客，他们惊讶于我的厨艺，调侃道：“黄老师真

是上得了课堂，下得了厨房。”我明显感觉到

在“家里”学生更能敞开心扉。那么，如果在

高考前把学生请到我家聚餐，会产生怎样的

效果呢？我和班干部一起做了细致的分组安

排，周末邀请八九名学生到我家做客。欢声

笑语中，我们抛却紧张和焦虑，心与心的距离

仿佛更近了。学生开心地说：“一次聚餐给了

我满满的正能量！”“我们吃的不光是菜，还有

情感。”

除此之外，我还在临近高考的最后两个月

里辅助开展了一些小活动，比如开展“今天我

微笑了吗？”活动，让学生在寝室、教室前后门、

课桌上贴上微笑图标，课间播放音乐《你笑起

来真好看》，让班上的每一员意识到：当微笑成

为你的“专利”时，世界也会向你低头。又比如

开展“嗨，我们一起上大学”活动，鼓励学生写

心愿卡，与最好的同学约定上大学。学生在这

种鼓励下，纷纷写出了心中愿望，斗志昂扬；再

如“奔跑吧，12班！”活动，每天晚自习第二节课

结束，我与学生们相约操场，跑上两到三圈，让

学生体会“我们在一起”的力量……

用文字，定格美好时刻

匆匆三年，除了紧张的学习，一定有浓浓

的师生情、同学谊……刷试卷固然是高三冲

刺的主旋律，但忙里偷闲写写文、回忆美好，

总让人心情愉悦。在临近高考的最后一个

月，我就在班级里实践了“文字定格美丽”的

神奇。

我提前秘密制作了视频：将班级学生从

进入学校的那刻开始，军训、运动会、模拟小

长征等活动的照片和视频剪辑成影像。当学

生们看到熟悉的画面，看到镜头中的自己从

幼稚青涩走向坚定，都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原来在这看似寻常的三年里，大家悄然间发

生了这么多变化，学生们意识到“有她/他的

陪伴真好”。在这种情感铺垫下，我鼓励学生

用文字记录下高中最美的时刻——或感动，

或温馨，或热血澎湃……写写想对自己、对室

友或同桌这些一起奋斗的伙伴的心里话。因

为触动了他们的心弦，学生们写得特别认

真。若干年后，他们翻出自己在高考前写的

文字，以及同窗写给自己的文字，日子是不是

会因此变得熠熠生辉？

高三的最后迎考时光，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因活动而增色添彩。班里的学生每天都充满

着活力和朝气，在其乐

融融的班级氛围中，成

为情绪的小主人，高三

的复习生活也因此变

得更高效、更有质量。

（作者系余姚中学

班主任）

因为教学缘故，我特别关注小说高考

命题。近些年来，小说命题发生了一些重

要变化，一些指向文学鉴赏核心素养的题

型出炉，“解题套路”不太管用了。

从理论层面理解小说艺术，是语文

教学活动的应有之义。小说鉴赏理论

读本，首推当是曹文轩的《小说门》，他

搭建了一个现代小说鉴赏的系统框架；

其次是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圆形

人物”和“扁平人物”的概念就是由此提

出的。中国作家如余华的《温暖和百感

交集的旅程》、马原的《小说密码》、毕飞

宇的《小说课》常常从小说细部入手，

细嚼慢咽，这些作家说小说的书，都是

富有营养的好书。

这些书之外，戴维·洛奇的《小说的

艺术》和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尤

得我心。

戴维·洛奇自己就是小说家，讲起

小说“法宝”来，可谓如数家珍，娓娓道

来。我是从这本书才了解到“青少年死

侃”（Teenage Skaz）这个概念，它用来

指类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述语言

风格——几分浮夸，几分盛气凌人、不

屑一顾，也有着不知天高地厚的“真”。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述语言就

颇类此。小说语言的特点，或者说作家

叙述的腔调，需要引起语文教师的高度

关注和“理论自觉”，恰好这些年来高考

小说命题常常属意“小说语言”，对沉湎

于小说“三要素”的教学观，是一个不小

的触动。

但《小说机杼》对小说“细节”“语

言”的品读与归纳，才真令人心醉神迷，

而我认为会读细节，才是会读小说。詹

姆斯·伍德认为从福楼拜始，小说出现

了“无关的”“过剩的”细节，颠覆了传统

现实主义小说的那种“恰如其分”的细

节。“《战争与和平》里，皮埃尔目睹了一

个人被法国人处决，并且注意到就在死

前的一幕，这个人调整了一下绑在脑后

的蒙眼布，因为绑得太紧很不舒服。”作

者说：“生活中永远难免有一些过剩，有

一些无缘无故，生活给我们的永远比我

们所需的更多——更多东西、更多印

象、更多记忆、更多习惯、更多言语、更

多 幸 福 、更 多 不

幸。”现代小说去掉

了不少传统小说的

“奇技淫巧”的部

分，而呈现了更多

的真实生活碎片，

也是更多人类灵魂

的细节。

《小说机杼》中

对描写火焰的语言

的品嚼，堪作“核心

素养”题：劳伦斯的

句子——“在烟囱里奔腾的一束新焰”；哈

代的——“一小撮鲜红的火”；贝娄的——

“蓝色火焰颤动着像煤火中有一群鱼”；

诺曼·拉什的——“炊火在拉瓦帕斯（一

种简单的非洲庭院）之中摇晃（原文为

wag，即狗尾巴的那种摇晃）”。你更喜

欢哪个句子呢？这些神来之句，对“火

焰”这种寻常之物的表达，极富神韵——

一束、一小撮、一群鱼儿、狗尾巴摇，活

火活现。这是艺匠的语言，更是文学的

语言，抵达审美深处的语言。

我
的
情
绪
我
做
主

编者按：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美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近日，省教育厅
公布第二批浙江省艺术教育实验区实验学校，有的以美术为特色，有的以音乐为特色，各有亮点。本报即日起推出
《“浙”里的美育课堂》栏目，以飨读者。

在选修课中播撒美学种子
杭州高新实验学校美术组教师打造新型美术课

小小剪纸寄深情

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素有“剪纸之乡”的美
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日千金
镇千金小学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创作出了建党题
材的剪纸作品，表达对党的深情热爱。图为活动
现场。 （本报通讯员 陆志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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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现

任杭州外国语学校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浙江省特级教师协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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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机杼》：会读细节，才是会读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