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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

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提出要全

面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

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丰富学生

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学生身心更加愉

悦，活力更加彰显，人格更加健全。

美育不可或缺，已然是共识。教

育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

行动的通知，顺应时代发展形势，是对

教育本义认知深化的结果。其中，最

妙的就是“浸润”一词的使用。正所

谓，一个“浸润”把握住了美育的核心

内涵，也给美育的具体实施指明了“关

节点”。

美育在教育大框架内是有主体性

的。“德智体美劳”，是最经典的教育系

统构建。前几十年，德育、智育被放在

无比重要的地位，那是符合义务教育

普及、为教育发展兜底的意图。然而，

近些年随着对教育规律的认知加深，

体育美育劳育在人格的完整性、创新

能力的生成性中的渗透作用，正在被

“发现”。如何在学科教学中贯彻体

育、劳育精神与素养，如何挖掘学科蕴

含的品德美、社会美、科学美、健康美、

勤劳美、自然美等美育资源，已经成为

“五育”并举的重要课题。

美育的主体性，并非仅仅意味着

美育课程的“安排上、贯彻好”，关键

在于全过程的“浸润”。教育部关于

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一方面是为

“美育课程的阵地不被占用”保驾护

航，另一方面也是在为美育实施提出

“重熏陶”“重过程”“重精神”的指

南。如果把“考核”“量化”“标准答案

化”用在美育中，那么很可能是与“浸

润”背道而驰。

中小学校的美育，关系着未来的国民审美平均

水准和上限潜力。近年来，河南卫视的国风电视节

目、一些让人身心愉悦的文艺展览，让人对“人民群

众的美好生活”有了更直观感受。然而千年佛像受

到“毁容式修复”，一些商家店面招牌被要求“千店一

面”导致“没生机”等，其背后是审美降维。也要看

到，国民教育层面的美育，一方面连着未来的“审美

和美好生活”，另一方面连着未来国家的“创造力和

创新精神”。如果说，智育更多关乎逻辑，那么美育

则更多关乎天马行空富有无限想象力的创新。人工

智能已经宣告“识记性知识的易得性甚至贬值”，如

何打通通向创新能力的“任督二脉”，正是美育等给

教育带来的最具想象力的潜力增量。

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说，美育应当是

超越功利的，不是为了升学和考试而开设的一门课

程。如何深刻理解美育之于教育的结构性价值，如

何理解吃透落实美育中的“浸润”内涵，关乎教育如

何回应、回答人工智能等带给教育的“未来之问”。

□本报记者 邹红宇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

又来。”近日，江山市坛石小学副校

长毛雪飞带着六年级部分师生来到

坛石镇集市，参加当地每月农历逢

五逢十才有的“墟日”盛会。售卖自

己在“锄禾园”种植的蔬菜，了解商

品价格，称捡到的垃圾重量……师

生们忙得不亦乐乎，成为冬日集市

上的一道风景线。

这是坛石小学自然教育课程中

的一部分。近年来，学校充分利用

周边自然资源和乡土文化资源，探

索出一条以学科学习为前提、以自

然教育为载体的跨学科教育之路。

构建校门口的“自然学习圈”
站在坛石小学的门口环顾四

周，近处是学校打造的“锄禾园”劳

动实践基地，马路对面是一大片油

菜花田，田边有一条坛溪正静静流

淌，不远处清明山的轮廓在阳光下

显得更加明晰。

2022年8月，刚调到坛石小学

的毛雪飞看着这样的美景，开始思

考学校的课程特色。作为一所规模

较小的农村小学，坛石小学目前有

在校生542名，其中大部分学生为留

守儿童。和城区学校相比，坛石小

学在师资和硬件等方面都不具有优

势。毛雪飞认为，最独特的还是学

校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

拥有城市所缺乏的农田、树木、河

流、山丘等丰富的自然教育资源。

在进一步调查学校的相关情况

后，毛雪飞还发现，家长和学生认为

学校的课后服务内容较为单一，学

生渴望灵活多样的课后服务内容，家

长希望孩子能享受高品质的课后服

务，而农村本土资源流失现象突出，

迫切需要帮助学生走进自然、认识自

然，了解家乡文化、认同家乡特色。

基于这样的情况，毛雪飞和教

师们决定以学校为中心，充分整合

附近5公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资源，

构建校门口的“自然学习圈”，在学

校“书香校园”课程和“锄禾园”劳动

课程的基础上，推出自然教育课程，

而上课时间就定在课后托管时段。

跨学科主题教研打破学科壁垒
每逢金秋时节，坛石小学里的

74棵桂花树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

芳，引来学生驻足欣赏。六年级语

文教师邹尤皇敏锐地捕捉到这一

幕，想到学校曾因校园里有一棵巨

大的桂花树而被命名为桂香小学，

于是决定牵头研发“寻桂之旅”综合

实践课程，让学生在认识桂花的过

程中，领悟学校的桂香文化内涵和

特色。

这一想法得到了教研组科学、

劳动、英语、音乐和美术教师的强力

支持。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团队

的教师们最终设计出拥有“书香咏

桂”“生态识桂”“乐活享桂”“创意留

桂”“桂香show”五大活动的跨学科

特色课程。

这样会聚了众多学科教师的教

研团队在学校里比比皆是，校长李

军介绍，考虑到主题学习课程的学

科融合特征，学校将每个年级不同

学科的教师组织起来，进行跨学科

主题教研，给课程注入多学科的核

心素养。

采访过程中，邹尤皇热情地向

记者展示着学生创作的桂花树牌、

香囊、书签、书法作品、自然笔记

等。她表示，这次综合实践课程强

化了学科间的联系，拓宽了她的跨

学科视野，也让她的教学模式更加

灵活。

经过前期准备，自然教育课程

体系最终在2022年 10月落地，其

中包括以系列读书活动为载体的

“自然之韵”课程，引导学生探索、记

录自然的“自然之密”课程，把阳光

体育从课内推向课外的“自然之趣”

课程，引导学生体悟花、草、树、木

中蕴藏着的美好的“自然之美”课

程，利用学校1.3亩“锄禾园”劳动

实践基地开展劳动教育的“自然传

承”课程。

乡土文化融入课程体系
在毛雪飞看来，随着城镇化建

设的快速发展，家庭生活方式逐渐

城镇化，家长和学生对家乡的情感

链接也逐渐淡化。为了进一步拓展

自然教育课程内容，深挖当地乡土

文化特色，激发学生了解家乡、热爱

家乡的乡土情怀，她在原先自然教

育课程的基础上，与学校教师共同

研发了“清明山下”项目化课程。

“清明山下”项目化课程涵盖了

当地乡土文化中的自然环境、人文

历史、传统艺术、风俗习惯等主题。

其中，一至三年级的课程包括豆腐

干、豆腐等传统小吃的制作，老红军

进课堂作讲座，参观美丽老街和乡

村庭院等；四至六年级的课程包括

坛石“墟日”、校园小市等传统习俗，

竹子林红色文化研学，村史、村名和

村歌学习等。

了解到学校开设了豆腐制作课

程，二年级学生占王义的外婆方三

媛立马报名成为一名家长义工，走

进外孙的班级里协助授课。家里开

豆腐坊的她，主动邀请全体二年级

学生到豆腐坊实地参观豆腐的制作

过程，还把磨盘、模具等相关材料搬

到教室里，让学生体验亲手制作豆

腐的乐趣。豆腐制作系列课程结束

之后，她觉得自己跟外孙的联系更

加紧密了，“孩子切身感受到豆腐文

化的魅力，对豆腐制作的工艺更加

了解了，也为家里有豆腐坊而感到

更加自豪了”。

“这些立足自然、扎根乡土的系

统课程有利于满足孩子个性化的成

长需求，帮助孩子将学习压力转变

成对世界探索的驱动力。”李军说，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拓展自然教育

课程，深挖乡土文化特色，不断提高

课后服务品质。

温岭市第二中学：
特制徽章祝福首考

本报讯（通讯员 郏 乾）1月5日首考前夕，温岭市第

二中学为高三学生举行了祝福活动。校长和高三教师为每

一名考生送上特别定制的徽章，祝福学生首考顺利。

据了解，这些徽章是由学校教师自行设计的。今年是

农历龙年，徽章中心是一条生机勃勃的龙，寓意着高三学子

寒窗苦读12年，踏上高考首考“战场”，似一条条蓄势待发的

潜龙。徽章上“潜龙腾越 势不可挡”的祝福语，也包含着教

师对高三学子的殷殷期望。此外，学校还将往届学生设计

的高考加油表情包的徽章用于鼓励应届学生。

□本报记者 江 晨

下午4：30，杭州市钱塘区幸福河

小学学生崔译丹正在操场上进行拉伸

运动。这学期，她一直在棒垒球运动

课程中尝试力量训练。

棒垒球运动课程是幸福河小学的

精品特色课程，3年前崔译丹第一次

接触这项运动便迷上了。“我在课博会

上看到有棒垒球课很激动，还跟着老

师现场体验了，特别好玩。”

课博会开启兴趣之旅
崔译丹口中的“课博会”是学校从

2021年开始举办的课程博览会，在每

年的8月31日举行。这一天，学校划

分出艺术馆、探究馆、手工馆等多个场

馆，学生们在“游园护照”的指引下，来

到各门课程的展位，零距离体验各类

兴趣课程。每个学生有5张星星贴

纸，在游园时，可将贴纸贴在自己喜欢

的课程上。

2023 年的“游园护照”上共有

128门课程，学生们在打卡游玩中找

到兴趣所在，为开学后的晚托班选课

提供参考。正是通过课博会的体验，

崔译丹确定了棒垒球、童心童画、精品

数独作为自己的晚托班课程。

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

求，学校将这128门课程分为四大类：

重探究的“智·探”类课程，如智力七巧

板、乐高机械等；重发展的“悦·动”类

课程，如幸福画坊、轮滑等；重创造的

“创·玩”类课程，如手工作坊、体适能

等；重体验的“趣·仿”类课程，如小小

朗读家、小交警学院等。这128门丰

富多样的课程构建了“幸福1小时”的

课后学习场。

科学机制确保选课无忧
进入智慧选课系统，选择自己喜

欢的课程，每到开学前两周，幸福河小

学的学生和家长们便着手选课。选什

么课，如何选，选不到怎么办……他们

并不会为此类问题烦恼，因为学校提

供了科学周密的选课机制。

校长周虹表示，除了开学前的课

博会，学校还会在学期结束时进行课

程相关问卷调查。问题包括“我选了

什么课程”“我下学期会继续选这门

课吗”“我想对现在上课的老师说些

什么”等。从问卷中得到的反馈成为

学校设计的新方向，并促成下一次课

博会的调整。此外，学校还会根据学

生在课博会中的课程打分表和问卷

调查结果，确定学生兴趣清单和能力

清单，然后为学生提供专属的推荐课

程“套餐”。

由于不限报名数，有的学生选择

了4~5门课程。301班学生李王弘时

就将自己的晚托时段安排得十分充

实，和父母商量后，他选择了葫芦丝、

无人机、朗诵、体适能4门课程。虽然

上课地点不同，但李王弘时从未找错

过教室，因为他手上还有一张课后服

务卡，上面标注了每天上课的名称和

地点。教室门口的墙壁上也挂有一张

色标卡，写明了课程、教师、年级、时

间、地点等信息。

“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参与了兴趣

晚托班。学生尤其是新生很容易出

现找不到教室的情况。”副校长孙林

美说，在开学前两周，每位晚托班教

师都有一个任务，便是汇总选课信息

并制作卡片。此外，学校还会制作课

程信息卡片放置在校门口，方便家长

在放学时在对应课程的接送点接到

自己的孩子。

课后服务评价看得见
走进校园，美轩艺术沙龙空间让

人眼前一亮，里面除了有排列整齐的

书架和明亮的灯光布置，还放了一架

钢琴，门口贴着一张学生海报。最近，

每个周五，沈辰皓都在这里举行他的

“个人音乐会”，这个目光如炬、手指灵

活的男生已经练了5年钢琴。他说，

“在这里，用自己的长项迎接每个同学

进入校园，开始新的一天，特别幸福”。

“在托管前期，部分家长质疑这种

拓展性课后服务是否真的有效。”周虹

表示，有了丰富的课后服务课程后，保

障这么多课程下每个学生能够学有所

成、学有最优是学校最关注的。每一

次课后服务的下课铃声响起并不意味

着真正的结束，还应关注学生的体验

感与获得感。基于此，学校从评价入

手，在学期末开展静态展示和动态评

价展，形成课后服务的闭环。

长廊里展示着学生的书法、美术

作品；在节庆日，学生会在学校的小

剧场以串烧形式表演自己的学习内

容……这种时候，作为展示者的学生

可以感受到学以致用的快乐，作为观

看者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发放的评价表

上为展示的学生打分。评价结果也会

与学生本人的荣誉挂钩，如评选优秀

学员奖、艺术之星等。

“当学生的作品和表演被拍下来

或是制作成视频，他们的成长历程也

就清晰可见。”教学处教师王怡忱认

为，这类展示让家长看到了孩子的成

长，教师也能看到学生的另一面。

经过近3年的持续迭代，幸福河

小学超过七成的家长表示参与课后

服务后，孩子回家学习效率明显提

高。“接下来，我们还想在课程上进行

优化，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与效率，不

断挖掘更多有助于学生成长的元素。”

周虹说。

128个选择带来“幸福1小时”
杭州市钱塘区幸福河小学高品质开展课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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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缙云县机关幼儿园举行第三届亲子
运动会，幼儿与家长通过“水到渠成”“你抛我接”
“翻山越岭”“翻滚吧，宝贝”等趣味游戏项目，感受
亲子运动的乐趣。图为幼儿与家长在参与“绕杆
跑”游戏。 （本报通讯员 胡晓伟 摄）

亲子运动欢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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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州市织里镇晟舍小学学生玩起了“宪法大闯
关”游戏。学生们通过轮流掷骰子，回答相应的题目，在玩
中学法懂法，乐趣无穷。 （本报通讯员 丁丽丽 摄）

江山市坛石小学：

打造有“乡土味”的自然教育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