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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诗琪
实习记者 谭晓洋

爱心作眼，口水如流，这是一位手

捧零食的“小馋鬼”乐开了花；浓眉倒

立，双眸炯炯，原来有一名斗志昂扬的

运动健将正在赛道飞驰……这些有趣

的漫画都出自桐乡市凤鸣小学的小小

“漫画家”之手。

寥寥数笔，夸张的笔触和富有想象

力的人物形态就有漫画“内味儿”了。

然而，想要画出这样的作品，不仅需要

漫画技巧，还需要小“漫画家们”对生活

的“美”和“趣”有观察力。在凤鸣小学，

“童心漫画”美育课程就为他们发现美、

感受美、创造美提供了多样可能。

漫画之乡：子恺文化赋理念
戴副圆框眼镜，蓄着长须，两手交握

身前，慈爱的面庞让人倍感亲切——在

凤鸣小学教学楼的花坛前，伫立着这样

一尊丰子恺雕像。“第一次走进校园，我

就看到了这座雕像，也是从那时起，我第

一次知道了丰子恺爷爷和他的漫画。”四

年级的何越回忆初进校园时的场景。

凤鸣小学所在的桐乡市，是文化名

人、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故居所在地，多

年来漫画人才辈出，所以也被称为“漫

画之乡”。拥有了这份地理优势，凤鸣

小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探索漫

画教学。

在丰子恺的漫画作品中，有给凳子

穿鞋的大女阿宝，有手持蒲扇作脚踏车

状的儿子瞻瞻，还有过家家里演“新娘

子”小女软软……这些都是丰子恺富有

童心、童趣的儿童漫画。但现在的孩子

却好像少了一些类似的烂漫童心，看上

去总像一群“小大人”。这些“小大人

们”让深受子恺童心文化影响的凤鸣小

学教师们颇感担忧。童心，是丰子恺重

要的创作主题，也正是教师们想为孩子

们守护的“宝藏”。

“追求不息的童心，这是我们的愿

景和目标。”当记者问到学校漫画课程

设置的初心时，校长沈秋萍这样回答。

于是，在对子恺文化进行充分挖掘之

后，凤鸣小学提炼出“童心”作为办学理

念和美育思想，以丰子恺美育思想为依

托，子恺漫画特色教育为指导，创建了

“童心漫画”美育特色课程。

目前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两部分，

漫画课程与漫画活动。课程部分从美

术课堂延伸到了课间、社团、假期生活，

也从线下拓展到了线上教学；活动方

面，校外有联合画展、社区活动、名家交

流、实地参观；校内有漫画节、主题展、

设计赛等。

为了更好地配合“童心”“漫画”两

大主题，美术组教师们还精心编写了

《创意简笔画》《我爱漫画》两套漫画校

本教材。以《我爱漫画》为例，这套教材

根据丰子恺创作主题排成四大板块：儿

童相、故事相、社会相、护生相。内容涵

盖了如何欣赏名家名作，怎样运用联

想、夸张的技巧创作漫画等。

漫画教学：多维培养赋慧眼
“这是去烟台旅游的第一天，我们

去住了沙滩酒店，在这游泳、找贝壳；第

二天去了蓬莱阁，那里传说是神仙住的

地方……”何越正在向记者展示他的漫

画日记——山东之行。在他的漫画日

记本中，有翱翔云端的飞机、有捡拾贝

壳的孩子，还有仙气缭绕的蓬莱阁。暑

期旅行的真实经历被他用漫画的形式

记录了下来。

不仅仅是何越，几乎每个凤鸣小学

的孩子都有自己专属的漫画日记本。

日记本上记载他们的假日时光，也描绘

着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闻所感。“我画

了自己在小溪里抓小鱼的事。写一句

话，再配一张图。”一年级的范祯熹说，

“如果生活里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我

就会想把它画下来。”

除了漫画日记，凤鸣小学每个班级

都有一本童美发现本，所有学生都可以

用漫画的形式在上面自由记录身边发

生的、值得“点赞”的事情。205班的班

主任陈英每周都会将童美发现本上的

学生作品整理、展出。“他们经常围在一

起讨论和观察其他小朋友的作品，看其

他人画了什么、是怎么画的。看画时甚

至比老师更上心。”陈英一再感叹，“尽

管才上二年级，他们真的画得很好。你

想不到这些充满创意的漫画竟然是那

么小的孩子画出来的”。

漫画大课间里丰富多彩的主题漫

画教学课程是学生们每周五最期待的

活动。动画故事、直播教学……他们跟

着教师的课程，一笔笔地学会漫画的不

同技巧，创作新的漫画作品。而对于有

漫画爱好和绘画基础的孩子来说，漫画

社团的专门指导则会帮助他们走上更

大的漫画舞台。每月，美术教师还会将

漫画社团学生画的漫画作品展示在校

园通道的“漫画长廊”橱窗中。这成为

学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每生一本漫画日记，每班一本童美

发现本，每周一次漫画大课间，每月一

期漫画展示，每学期推出漫画拓展课，

凤鸣小学的教师们将“童心漫画”课程

活动概括为这“五个一”。最初，漫画仅

是美术课堂上的“调味品”；如今，校园

子恺文化、“童心漫画”美育课程却成为

学校的“招牌菜”。

学科合作：拓宽思路扬美育
5月2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集邮展在

桐乡市图书馆开幕。此次展出

的邮票既非官方出品，也非常

规尺寸，它们甚至都不是印刷

品。它们是“丰子恺少年邮局”

成立10周年之际，凤鸣小学师

生们为纪念建党百年而绘制的漫画邮票。

400余幅纯“手工”漫画邮票的诞

生，离不开子恺集邮兴趣小组辅导员黄

其昌和美术组漫画教师们的通力合

作。作为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一

部分，集邮小组已经与美术教师们成了

长期“合作伙伴”。辅导员讲述邮票文

化的历史与知识，漫画则使得邮票文化

在孩子手中被重新播种与传承。

随着校园“童心文化”的建立，漫画

这一形式已逐渐走出美术课堂，与其他

学科共谋“童心美育”的发展。

早在2010年，由丰子恺漫画改编，

凤鸣小学表演的舞蹈《瞻瞻的脚踏车》就

曾一路从市里的漫画节跳到上海大剧院

的舞台。近年来，学校又相继推出《子恺

爷爷和我们共成长》《家园》等音乐情景

剧。通过表演、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

式打通孩子们关于美的“任督二脉”。外

聘舞台剧教师进行创作，音乐教师带领

排练，美术教师则变身“服化道”专家，各

学科教师共同合作，将漫画变成一场场

声音、视觉的“童美盛宴”。

在凤鸣小学的子恺文学社，从“看

图说话”到“看图写话”，语文教师们通

过让学生欣赏漫画，将抽象的视觉感受

转化为具体的文字表述。学生们领悟

到了艺术精神，也将语文学科的训练落

到了实处。美术教师会向科学教师咨

询关于月相的知识，并将知识点结合到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教学中，

让学生们在感受漫画的同时学习科学

知识……多科合作，并蒂莲开，美育不

再是艺术学科教师们的专属课题，而是

渗透在综合实践活动、德育、文化课等

中，润泽着孩子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张锦秋

东京奥运会闭幕已近1个月。在比

赛的半个月里，我们见证了“飞人”苏炳添

在百米赛道上创造的亚洲奇迹，谌利军在

发挥失误情况下奋力一搏的绝地翻盘，张

雨霏刷新多项纪录的连续夺金……这些

英雄健儿的荣耀时刻让国人激动万分，

兴奋不已。但作为一名教育人，感动之

余，我想到的是这一个个鲜活的事例不

正是新学年和学生聊聊奥运精神的绝

佳素材吗？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可以聚焦运

动员手上、脚背的绷带，和学生聊聊什

么叫顽强与拼搏；我们可以透过奖牌和

掌声，让学生了解运动员“高光”背后不

为外人道的艰辛与困苦；还可以引导他

们通过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去了解战乱

国家、落后国家运动员奥运之旅的辛酸

与不易。可若仅是浮光掠影般地简单

回顾，或许能让学生获得一些感动，但

却不是足够完整和深刻的教育。好的

教育需要精心的设计——梳理教育主

题、巧妙组合奥运素材，让学生深刻感

受到体育精神的内核。触发感动、引发

思考、收获启迪、汲取行动的力量，才是

我们最终的教育目的。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曾

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

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说明体育

是最基础的教育。体育精神之内核不

仅仅是“更高、更快、更强”这些可以用

数据去衡量的概念，更是团结、拼搏、勇

于面对失败的坚韧品质。

以体育精神培养家国情怀，上好学

生前行的底色。最近 B 站上有一段点

击量很高的视频《奥运版错位时空》，这

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通过观

看视频的方式，学生了解到中国首位参

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不远万里去

参会的艰难经历。从最初的一人代表

团，到如今近千人的盛况，再结合刘翔、

女排精神等故事让学生们展开讨论，体

会一代代体育人的逐梦之旅和家国情

怀。这将成为学生未来前行时的无畏

底气。

以体育精神面对拼搏与成败，增强

学生前行的信心与毅力。体育精神从

不被输赢定义，教育亦是如此。中国女

排主教练郎平曾说：“女排精神不是赢

得冠军，而是有时候明知道不会赢，也

竭尽全力。是你一路即使走得摇摇晃

晃，但依然坚持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

土，眼中充满坚定。”奥运赛场上的运动

员们，每一个熟练动作的背后都是一遍

又一遍重复枯燥的训练，以及紧随其后

的伤痛与疾病。尽管有些运动员最终

与奖牌失之交臂，但这些勇于拼搏、不

断突破自我的失利者难道就不值得我

们为之喝彩吗？作为教育者，我们可以

开展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去调查那些聚

光灯以外的奥运英雄们。还可以让学

生谈谈印象最深的赛事项目，讲讲运动

员的故事，分享对于奥运精神的理解，

从而引导学生们明白——人生不应设

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冠军。

用体育精神树立新生榜样，指引学

生前行的方向。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

奥运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5.4岁，95

后运动员近60%。“爱吃辣条”的14岁小

将全红婵夺取了女子10米台跳水冠军，

“清华学霸”射击运动员杨倩稳摘本届奥

运会首金。新一代运动员展现出的自

信、个性、坚韧的形象将充分激励成长中

的青少年。我们还可以为学生举办一场

别开生面的“奥运追星大会”，请他们选

择喜欢的运动员当作自己的“爱豆”“偶

像”。学生可以为自己的“爱豆”写“颁奖

词”“追星宣言”、制作专属的奥运明星卡

片，再在校内展示分享。将这些卡片贴

在书本、桌角，以奥运健儿为目标，激励

自己不断前行。我们应该让学生认识

到：偶像的力量不在皮囊，而在于深植内

心的体育精神。这才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也是人生该有的力量。

用体育精神指导阳光运动，强壮

学生前行的体格。在奥运赛场上，我

们欣赏到人类速度与力量成就的美

感，感受到史铁生笔下“人的力量、意

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

充分展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

学校要保障并鼓励学生有时间发展自

己的体育爱好，每天有固定的锻炼时

间，有丰富的户外活动场地，让学生感

受到运动的乐趣与美好，并形成阳光、

积极、正能量的精神气质。正所谓“野

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引导学生向

奥运健儿们学习，只有拥有强健的体

魄，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才能在未来

前行路上披荆斩棘。

每一届奥运会，就是一本厚重的时

事好教材，就是一部鲜活的励志大书，

其中的体育精神就是我们做好立德树

人工作的好材料。东京奥运会虽然落

幕了，但我们很快又会迎来北京冬奥

会。奥运的精彩故事，仍将继续，但围

绕体育精神的开学第一课才刚刚启幕。

□徐 青

不苟言笑、说一不二、高高在上，这

或许是大多数学生对班主任的印象。

但当我面对眼前这些学生时，却没办法

再保持住班主任的“高冷”气质。

在担任班主任的第7个年头，我遇

到了一群可爱真诚的孩子，他们成了我

的“兄弟”。

入校第一天，我正逐个分发着军训

迷彩帽。当帽子落到“天诚兄”手中时，

他微笑着说：“老师，这是绿帽子吗？”全

班顿时哄堂大笑。就这样，“天诚兄”成

了班上第一个让我记住名字的学生。

在接下来几天的军训中，我又相继结识

了班上的“铁农兄”“李锐兄”“李攀兄”

等。之后的两个月，“兄弟们”轮番“关

照”了我。“‘天诚兄’，今天早上出寝室

前忘记叠被子了？”“‘李锐兄’，昨晚上

的作业呢？”“‘李攀兄’，今天中午垃圾

没倒，扣分啦！”这些“兄弟”一脸惊恐回

应道：“徐老师，对不起，对不起！以后

绝对不会了。”因为大家的“出色”表现，

前两个月我们班三项评比分数都不

高。班会课上，我对开学后的班内行为

规范做了反馈和总结。同时我也在思

考着，该如何改变这些“兄弟”呢？

与其批评教育，不如“投其所好”。“铁农兄”担任

着安全委员的职务；“李攀兄”喜欢吟诵诗词；“天诚

兄”热爱体育运动；“李锐兄”擅长下棋和活动策划。

不如用他们的优点和特长做文章，让他们在闪光中进

步，实行“曲线救国”的策略。

开学初，班上学生共同讨论确定了本学期的班会

课主题。“铁农兄”和“李攀兄”主动认领了其中的安全

教育主题和诗词大会主题。

“铁农兄”申请将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安排在第三

周。他认为安全是一切学习生活的前提，应该尽早让

同学们接受主题教育，我欣然同意。为了做好班会准

备，“铁农兄”特地放弃了一次午休来向我请教。我告

诉他，先从内容上找到切入口，确定几个展开主题的

维度；再选择合适的班会形式，例如视频、知识竞赛、

情景模拟等。于是，他迅速找到其他志同道合的小伙

伴进行合作策划。很快，第二天午休时，“铁农兄”就

把方案呈现在了我眼前。我不禁一阵欣喜。如此短

的准备时间，做出如此详细的方案，果然不一般。完

备的方案使得准备进行得十分顺利。班会课上，情景

剧的表演让学生们在欢笑声中若有所思；知识竞赛则

把课堂氛围推向了高潮。学生们争先恐后抢答问题，

各组的比分交替上升。整节班会课热闹非凡，学生参

与度极高。这正是“铁农兄”全情投入、尽心策划的班

会成果。

“李攀兄”亦是如此。在准备班级诗词大会的过

程中，他不断请教语文老师，确定具体的诗词内容，有

逻辑地排列大会流程。当看到“李攀兄”一身古装站

在讲台上开始主持班会时，大家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

光。班会上，他带领同学们有模有样地吟诵各种主题

的古诗词，邀请班上的高手解读诗句，用古色古香的

PPT引导同学们在不同的诗词情境中游历。直到下

课铃声响起时，大家还意犹未尽，要求“李攀兄”在班

级群中分享更多的诗词。他有些害羞地微笑答应。

运动场上，“天诚兄”也让我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

他。校运会中，“天诚兄”的报名项目多到让我有点担

心——两项个人赛、两项接力赛，还有两个班级集体

参赛项目，两天半的赛程被6项比赛塞得满满的。我

不禁忐忑，他能行吗？“‘天诚兄’，悠着点呗！”“徐老

师，您放心，没问题的！”运动会第一天结束后，“天诚

兄”独自坐在看台上休息。我心疼地说：“‘天诚兄’，

你那么多项目太累了吧？接下来有几项比赛别参加

了吧，好好休息。”他一脸坚定地说：“徐老师，我晚上

会早点休息的，没问题！我要为班级争分数！”接下来

的一天半，他坚持参加完所有报了名的项目。短短两

天半的运动会，让我对有着坚强意志力和极强集体荣

誉感的“天诚兄”刮目相看，心中好几次默念道：“‘天

诚兄’，好样的！”

“李锐兄”的才能则在学校丰富的学生活动中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拿着棋盘入校的他很快成为

学校棋社的社长。在社团教师的指导下，他积极策划

着每周一次的社团课。擅长唱歌的他同时也成了学

校合唱队的一员，校庆、文艺汇演、五月歌会的舞台见

证了他的天赋。热衷于策划的他还在学校传统文化

周的班级承办活动中贡献了巨大力量。他积极组织

班上同学讨论子活动的构成，确定每个子活动的负责

人。我指导他写活动策划书，形成具体的方案；他也

时不时向我汇报筹备的进展。一天中午，“李锐兄”举

着几张彩色海报跑到办公室：“徐老师，这是我们做的

海报，麻烦您帮忙向老师们宣传宣传呗！”那时的我，

高兴得像个孩子，举起海报自豪地向全办公室推荐了

我们班承办的活动，随即又转身向“李锐兄”竖了大拇

指。他害羞地笑着离开了。

活动以游园会的形式展开。模仿古代街道的布

景，我们设置了不同的摊位。活动中，“玩家们”可以

通过参加中华传统游戏项目如对弈、蹴鞠、踢毽子、行

酒令、猜灯谜等赚取货币，用以购买传统糕点美食。

活动中，“顾客们”像古人一样漫步街道，听听“说书

人”讲的故事，品品“店小二”递上的茶。看着“李锐

兄”满足的笑脸，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和骄傲。他出

色的策划能力保证了活动的成功举办。班级也因此

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正如我在一次行为规范总结的班会课上调侃时

所说：“能让徐老师称为‘兄弟’的，那一定是大人物！”

经过一学年的学习生活，

孩子们在各种活动中闪闪

发光的身影已经验证了我

当时的话——他们都是

“大人物”。我的“兄弟

们”，继续加油吧！

（作者系宁波效实中
学班主任）

桐乡市凤鸣小学：
漫画架桥梁，美育绘童心

我
和
我
的
﹃
兄
弟
们
﹄

让奥运会成为一本厚重的“好教材”

为帮助一年级新生尽快了解小学的学习方式，减轻入
学压力，激发学习向往，江山市城南小学有针对性地对311
名新生开展了“南小启航，未来有你”为主题的启程课程。
课程与孩子们深爱的航空航天内容相结合，有效激发了学
生的科学兴趣和探索精神。

（本报通讯员 姜樟华 王光辉 摄）

“浙”里的美育课堂

启航，向着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