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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庄 稼
记者 朱诗琪

美术教师、金石收藏家、艺术策

展人，这是串联起鲍强教学生涯的3

个关键词。教授金石传拓，创立相

关学社；拓展美术课堂，策划各色艺

术展；服务乡村少年宫，传授美育理

念……他深耕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

第三小学，十年如一日，思考教学新

思路，探寻美育新选择。

“在小学阶段，审美比技巧更重

要。如何培养孩子们对美的感知力

和鉴赏力，如何塑造他们对美的价

值观念，这是我们真正需要探究的

东西。”鲍强说。

和学生一起玩金石
一次机缘巧合，汉语言文学专业

出身的鲍强成为新街三小的专职美

术教师。爱好广泛的他，将自己的

兴趣和美术结合在一起，为小学美

术增添了不一样的人文气息。和传

统课堂不同，鲍强很少教授学生如

何绘制线条和填充色彩。相反，他

更擅长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启发他们

对美的认知。其中，金石传拓是鲍

强课堂上的“常客”。

金石泛指各类刻有文字或者图

像的古器物，传拓则是一种转印器

物文字和图像的方法。通过传拓，

学生们能最大限度地欣赏到文物上

古朴雅致的图文，也能进一步了解

到国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各方面的

知识。以古钱币为例，一枚小小的

铜钱，可能包含着不同的发行背景、

多样的铸造手法、特定的朝代律例，

以及派生的社会变化等多领域的知

识。“为什么要在这一年发行钱币？

它们又是由哪个部门发行的？孩子

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能衍生出许多

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在不经意间

也推动了我对美育的思考。”对鲍强

来说，金石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研

究载体，它可以和历史、数学、经济

等各学科相融合，让学生们在玩乐

中对不同学科知识融会贯通。

金石传拓学社“且社”是属于鲍

强和学生们的课外天地，也是中国

第一个小学生金石传拓社团、浙江

省中小学创新实验室和杭州市萧山

区第二课堂。一间四五十平方的房

间，一张铺满笔墨纸砚、各类拓片的

长桌，两三个摆满不同收藏品的木

柜，书法、绘画、金石、陶瓷……大量

藏品将房间堆得满满当当，年代从

战国一直延续到明清。这里是学生

们品鉴艺术和学习历史的家园。每

周，鲍强都会精心挑选主题，用书

法、绘画、茶道、传拓等形式，和学生

们共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历史和美学的重视也给鲍强

带来了意料之喜。特殊儿童一直是

社会的重点关注人群。新街三小自

2015年起就开展了特殊儿童卫星班

教学，致力于帮助这些孩子表达自

身情感、顺利融入社会。但在学社，

这些特殊的孩子却能够借着临摹文

物的机会，展现自己对美的独特想

法：一片汉代画像砖的拓片，普通学

生可能只是依模照样地描线条、填

颜色，特殊儿童却能将复杂古朴的

纹饰二次创作，变成粗犷抽象的现

代画。“我不敢认为学社给这些特殊

儿童带来了多少帮助。但至少在这

里，我希望他们能自由地传达对美

学的思考、展现自己的天赋。这些

作品是我们沟通的桥梁，而能够保

留这种沟通方式，于我已经足够

了。”鲍强认为。

美育不设界限
6 月，世界知

名画家马克·夏加

尔的部分原创石

版画作品在新街

三小展出。这是

夏加尔作品首次

在浙江展出，也让

原创石版画首次

走进新街三小学

生的视野。

作 为 今 年 暑

假乡村少年宫课

程的一部分，夏加

尔作品展受到了

学生们的热烈欢

迎。在陈列室里，

学生们三五成群，

认真观察、临摹着

夏加尔的作品，不

时相互交换蜡笔、

水粉颜料和水彩

笔，感受不同画具

的用法和效果。9

月，他们的夏加尔

创意临摹展也在

这里展出。

这 不 是 鲍 强

第一次在学校里

办展，常态化的大师展和学生临摹

展已经成为他的课堂特色和教学方

法。不过，自夏加尔作品展开放以

来，鲍强受到了许多质疑。“小学生

看得懂夏加尔吗？”“一定非要看原

件吗？”面对这些问题，鲍强认为，与

名画对视为学生们创造了更多用绘

画表达自我的机会，“绘画真的是孩

子的本能。抛开比赛、考核等成分，

完全自由、单纯地投入一件事而不

考虑其他，就是件很难得的事”。当

线条变得自由生动、颜色变得跳脱

无定，夏加尔让学生们甩开了原有

的美术技巧和框架，摆脱了绘画程

序化的循环，重新发挥出自己作为

孩童的本能优势：关于美的无限想

象力和创造力。

对原件的坚持正源自对孩童天

性的思考。过往经验告诉鲍强，学

生们从来不是白纸，他们心中已有

对美的萌芽，只是需要稍加引导。

在名家原件中，丰富深刻的画面内

容、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精细微妙

的色调变化，都是复制品无法完全

还原的。而这些特点正是学生精神

成长进步的源泉，能帮助他们发现

主观想象的形状和色彩。因此，“给

美院学生看复制品够了，给小学生

看的必须是原件”。

除了办展，鲍强还将自己的公众

号打造成了面向大众的第二课堂。

在这里，他记录学社的日常点滴，也

向大众分享自己几十年来钻研古碑

文的心得，让更多人了解金石学和

美学。从北齐天统井栏到宋明文人

印，鲍强在小物处着眼，带领读者们

由点至面、以古鉴今。“拿金石拓本

题跋来说，我们的首要目的是了解

它为什么美、为什么有价值，然后再

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市场，研究如今

人们对它的审美。”在鲍强看来，所

有人都有权利在生活中享受艺术，

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艺术带到更多人

的生活中。从车水马龙的城市到鸡

犬桑麻的乡村，美育没有界限。“我

能看到的美，我也要让学生看到。

美育应该成为通识教育和终身教育

的一部分，让人不至于花钱买来丑

恶还沾沾自喜。”鲍强说。

□郑红蕾

每个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

班级危机。所谓“危机”，有“危”

也有“机”。出了问题，如果我们

能够正确地应对，就会获得成长

的机会。

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一直

是班主任工作的重心和难题之

一。学校是不允许学生带手机

到校的，所以一开学我就在班上

做了摸排工作，确保没有学生带

手机到校。

9月的某一天上午，学生茹

洁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自己放在

寝室的手机不见了。把事情的

前因后果搞清楚后，我问她有没

有怀疑的对象。她迟疑了一下，

犹犹豫豫地说出室友张慧的名

字。我问他是否将自己的怀疑

向其他同学谈起过。她说除了

好友李娜，暂时还没向其他人提

过。我以严肃的表情和口吻告

诉她，不要再传播此事，缺乏证

据的猜疑有造谣中伤之嫌。她

点了点头。

几天后，早自修开始没多

久，忽然茹洁寝室里除了茹洁外

的所有女生呼啦啦全涌到了我

的办公室。那个叫张慧的女生

把用纸巾裹着的一包东西打开

放在我面前，竟然是几条弯弯曲

曲黑乎乎的死蚯蚓。张慧眼泪

汪汪地告诉我，她早早来教室，

打开抽屉就发现有一团黑乎乎

的东西，一看是蚯蚓，把她吓得

半死。她最怕的就是蚯蚓。

我已大致猜到这件事是谁做的，但决定迂回

地引出证据。安抚了张慧后，我把洁茹叫到办公

室，一言不发地把蚯蚓展开摊在办公桌上，并观

察她的神情。她明显有点惊慌。我问她手机找

到后张慧有啥表现。她很直接地告诉我说好像

昨晚哭过。我问她可否知道原因。她摇摇头。

我缓缓地把自己获悉的情况告诉她。

张慧的家境不好，父母又偏爱弟弟，所以她

缺乏关爱，性格也偏内向。洁茹虽没直接说张慧

偷拿了手机，但曾经就此事质问过她。张慧本就

多愁善感，又遭同学的怀疑，因此才偷偷哭了。

洁茹听完了这番话，终于慢吞吞地地说出了李娜

的名字。我这才基本弄清了前因后果。

晚自习时，我把李娜找来。她开始还想抵

赖，直到我开门见山地告诉她，洁茹已经什么都

和我说了，她这才承认。但李娜依旧嘟嘟囔囔地

说，她就是因为气愤才这样干的，她认为就是张

慧偷拿了手机。我把张慧的情况跟她也说了一

遍，她有所触动。我又告诉她，根据调查，手机

“丢失”是因为洁茹将其借给隔壁寝室的一个同

学玩过后放错了杂物柜。李娜的头低得更低了。

这一系列看似意外的事件引起了我的思

考。凡事偶然之中有必然。茹洁之所以丢东西

后会怀疑张慧，李娜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打击报

复，正说明班级里同学之间的不信任、不友爱、不

团结。这对一个刚刚组建的班级来说是致命伤，

如果不改善情况，班级将会是一盘散沙，缺乏凝

聚力和竞争力，班风和学风也会不堪设想，危机

重重。聚人心才能促和谐，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

涣散的人心聚拢。

我思考后决定以“锦绣年华，亲爱精诚”为主

题，让班委举行一个班会。鉴于这是开学以来第

一次大型的正式班会，我特意把一节课的班会时

间延长至两节课。国庆节前，班会如期举行。学

生参与的热情出人意料，整个班会高潮迭起、精

彩纷呈。其间有以寝室为单位的节目表演，还有

学生的才艺展示，如唱歌、跳舞、相声……更难能

可贵的是茹洁、李娜、张慧一起朗诵了汪国真的

《致友人》，她们青春的面庞上写满了纯真。班长

还安排了“我与手机三人说”的即兴演讲，颇为出

彩。最后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中，班会圆满

结束了。

这次班会后，我明显感觉到学生们的心情

更愉悦了，对班级产生了自豪感、责任感和集

体荣誉感。这对班级凝聚力的产生和加强起

到了催化作用。而且大家也更积极主动地投

入到学习、生活中去，班级成员之间的关系融

洽了许多，再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可以说，

班会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班级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遇到危机

时，班主任首先要积极应对，迅速采取措施，尽量

减少损失和避免出现各种负面影响。其次，要找

准契机转危为安。班主任要从班级危机事件中

选择突破点，利用突发事件生成的教育资源去精

心设计，使全体学生都受到教育，转“危”为“机”，

良性发展。最后，班主任要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班主任应建立班级危机

预警机制，做好危机的事前预防，并将到这些机

制纳入班级日常管理。若能做到以上三点，班主

任在面对危机时便无需忧心忡忡。抓住契机，巧

妙利用，看似险境百出的形势便能转化为班级发

展的机遇。

（作者系绍兴市柯桥区越崎中学班主任）

鲍强：金石贯古今，美育不设限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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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三小的学生在马克·夏加尔石版画展中临摹作品

特殊儿童在鲍强的课上依据汉画像砖拓片所绘作品

□嵊州市爱德小学
钱 墨 吕群芳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唐

李商隐《咏史》诗云：“历览前贤国与

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如何培养学生

自主珍惜资源的意识？学校围绕这一

简单朴素的想法，多管齐下，开展勤俭

教育，从去年9月开始，全体师生全身

心投入“绿色大行动”。

一、强化认识
国旗下讲话、校园广播、标语挂

图、公告栏、微信公众号、小报……学

生以多种形式宣传“以节俭为荣，以浪

费为耻”的观念。

班主任通过班队活动课，紧扣“世

界粮食日”“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等

宣传日契机，将“节俭”二字请进课堂，

制止舌尖上的浪费。

学校公众号推出“汉字里的粮

食课”专栏，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

围绕春播、夏长、秋收、冬藏，透过

“田、圃、禾、秀、芒、秦”等一个个鲜

活的汉字，了解中国古老的农事，了

解一粒米、一株菜、一枚果的生命旅

程，从而领悟到“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深刻内涵，懂得珍惜粮

食，感恩自然。

二、分量套餐
先前平均供餐的制度，导致食量

小的学生有剩菜剩饭现象，学校食堂

推出分量套餐制，满足不同年龄学生

的食量需求：饭菜分为A、B、C、D、

E、F 6个套餐，按照年级渐次加量，

一荤两素总量分别为200克、240克、

280克、320克、360克、400克（不包

含米饭）。

每到周末，学生志愿者统计出本

周剩菜剩饭最多的一天，即发现“最

不合学生口味菜谱”，反馈给后厨，实

行淘汰。

月末，学生从本月菜谱中，挑选自

己最喜欢的菜品5个，由食堂进行统

计汇总；同时，每月开展一次“菜品推

荐”活动，征集学生喜欢的菜品，摸准

学生饮食喜好，从可口度上减少饭菜

浪费。

学校还引入班级比拼激励机制。

用餐时，本班学生领取剩菜剩饭投放

桶，由学生义工负责称量登记，以周为

单位进行统计。每周，评出上一周浪

费最少的前10个班级，食堂给优胜班

学生奖励水果，学校在期末文明班级

考核中给予加分。

三、劳作体验
为让学生充分体验“当家才知柴

米贵”“习劳方能知感恩”，学校推出

“今天我当家”志愿服务活动，以班级

为单位，学生轮流在食堂服务一周，从

事洗碗、擦桌、扫地、端饭等内务整理

活动，把“节俭惜福，奉献添福”理念植

根于学生心中。

学校在校园里辟出10余亩空地

作为农事园，分班级开展农事体验

活动。

学生们利用劳动课、综合实践活

动课及课余时间播种、栽苗、浇水、锄

草、施肥，跟踪观察、记录研究，并通过

阅读书籍、浏览网络等方式了解蔬菜

的生长特性和种植技术。

学校统一组建种植小队和环保小

队，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经过培训后，

担任日常养护工作。

农事园中还有一块水稻田，育秧

是一件新鲜事。学生们对其既兴奋

又好奇，边学边做，扶田埂、做秧板、

撒谷种、搪田泥……开镰时节，指导

教师讲解完毕，学生们迫不及待地下

到田里，拿起镰刀接力割水稻，接着

用传统打谷机和连枷体验谷穗脱粒

的神奇过程。

四、成果分享
稻谷收割完的次月，学生们用自

种自收的粳米，动手做年糕，称为“爱小

年糕节”，这一天也是学校的“庆丰日”。

高年级的几个“大力士”被选出来

捣年糕，其他学生搬条小板凳，围坐观

看手工制作年糕，并参与制作各种糯

米美食。

中医药也是学校特色教育之一，

在中医院专家指导下，师生在年糕中

适量加入当归、黄芪等中药材，做出

“药膳年糕”。这些药材，也是学生在

校园里亲手种植的。

品尝热热糯糯的新米年糕，是学

生最难忘的校园生活片断，不仅蕴

含着“年年高”的美好祝福，也自然

渗透着“劳动光荣，浪费可耻”的品

德教育。

师生们感受着土地的温度与清

香，劳动的艰辛与汗水，关心着雨水、

空气、阳光、种子……因为亲历，所以

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感恩；因为感恩，

所以珍惜。

勤与俭，用心才能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