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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把齐瓦当的纹样，比如

树、马分解出来，然后进行艺术的变

形和组合，加上现代色彩的应用，就

可以设计出每个人‘心中的瓦当’。

大家还可以尝试把纹样应用到建

筑、服装等设计中。”山东省淄博市

临淄区实验中学的美术课堂上，教

师王学亮正以“齐瓦当”为例，引导

学生学会“欣赏美”，进而尝试“表达

美、创造美”。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不仅能

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力与审美素

养，润养心灵，更能在激发想象力、

培养创造性思维方面发挥独特优

势。”学校党总支书记路栋说。

多年来，学校以激发学生创新

活力为美育工作重心，以“全科渗

透、文化传承、实践创新”为路径，将

美育融入师资培养、课程建设、师生

评价与社会实践全链条，探索出一

条具有校本特色的“悦雅美育”体系

建设之路。

李丛丛是临淄区实验中学的青

年美术教师，兼任学校“齐韵新生”

版画社团指导教师。她总结出“套

色拓印六步法”，指导学生将单色版

画升级为多层套色版画，并融入“齐

文化”元素，创作出《吉祥止止平安

如意》《泱泱齐风》等兼具乡土意蕴

与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

以“培养有艺术创造力的教师，

培育有艺术创新力的学生”为目标，

学校鼓励教师挖掘专业“技能点”，

研发风格“各美其美”的校本美育课

程。截至目前，依托教师专业特长，

学校已开发出“墨韵书香硬笔书法”

“中国红剪纸”“齐云创客”等32门校

本课程。此外，学校组织教师到中

央美术学院等高校进修，制定艺术

教师专业成长长期规划，对音体美

教师实行独立序列考评，通过提升

培训层次、完善评价机制等措施，激

发教师开发课程、提升专业能力的

主动性。

红纸在剪刀、刻刀下跃动，“哪

吒”“敖丙”等形象被剪刻出来，贴在

纸扇、购物袋上，印在 T 恤上——这

是学校剪纸社团师生用“老”剪纸创

作“新”花样的场景。追求传统艺术

的现代表达，让学生在创新中传承

非遗与地方传统文化，是学校美育

教学的特色之一。

学校开设“马勺艺术设计”课

程，将马勺的艺术表现领域从传统

脸谱制作拓展到现代生活内容。师

生创作的《九天揽月》《丝路华章》

《绿水青山》等系列作品，展现了航

天精神、丝路史诗与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成就。学校还开设“衍纸艺术

设计”课程，学生以衍纸为载体，用

冷暖交织的色彩和个性化创意图

案，设计出头饰、披肩等系列作品。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学校将

3D 打印、激光雕刻、AI 等技术融入

艺术教育，学生借助科技手段探索

艺术的多元表达。其中，“探索 3D

打印的奥秘”校本课程被评为山东

省优质课程资源，3D 打印美术作

品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银

奖；师生用激光雕刻创作的《古齐国

疆域图》《太公垂钓》《稷下学宫》等

“齐文化”系列作品也广受好评。目

前，学校已结集出版师生优秀科技

类艺术作品集 6 册，并获评山东省

首所“全国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示

范校”。

近年来，学校“与陶”社团仿制

陶甗、三足鬶、高颈彩陶罐等出土古

陶器 260 余件。学校建设了包含陶

文化长廊、陶艺体验教室、陶瓷烧制

室、陶艺工作坊等功能区的综合陶

艺中心。学生在陶艺长廊感受中华

千年美学与历史变迁；在陶器设计、

烧制过程中，通过制模、注浆、烧制

等环节，学习泥浆粘稠度与流速、温

控、窑变中蕴含的物理、化学知识。

“以陶瓷工艺为支点，将审美培育与

技术传授、知识学习相融合，是学校

独 有 的 校 本 美 育 范 式 。”校 长 王

峰说。

学校从“悦雅美育”体系建设出

发，探索美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开

展跨学科美育教学。通过在学科教

学中渗透审美与艺术内容，丰富学

生的感受力、直觉力和想象力，促进

感性与理性思维“对话”，激发创新

能力、提升综合素质。例如数学课

上，教师用《清明上河图》解析黄金

分割率，学生创作“数学艺术图案”，

理解几何中的比例与对称之美；物

理课上，学生通过“彩虹实验”理解

光学原理，感受色彩光影的和谐；历

史课上，学生用沙画演绎“飞夺泸定

桥”的历史场景；德育课上，学生通

过学校的 VR 美育平台沉浸式体验

“大国海洋”“复兴之路”等红色美育

场景。戏剧创编、非遗技艺等艺术

形式融入课堂，实现了知识习得与

审美体验的共振。学校各学科秉持

“一科一美，科科有美”的设计理念，

累计开发美育案例 127 个，形成“学

科美育浸润行动指南校本资源库”，

实现了美育的全方位渗透。

学校将“悦雅美育”理念融入校

园文化建设，通过打造齐文化艺术

长廊、展示名家与师生画作、主题式

校园景观设计等方式，营造富有艺

术与人文气息的环境，同时开展艺

术嘉年华、艺术节文艺展演等活

动。此外，学校创新“教师—学生—

学科”三维评价体系：教师考核与课

程开发、社团建设、课题研究挂钩，

学生电子档案动态记录艺术素养，

力求将美育从“软任务”变为“硬指

标”，激发师生向美而行的内驱力。

同时，学校建立“齐文化”博物院、齐

国历史建筑园、稷下文化生态园等

校外实践基地，让学生获得更真实

深刻的艺术体验。

近年来，学校艺术作品和展演

节目多次获省市级赛事一等奖，原

创舞蹈《焰》登上央视少儿春晚舞

台。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美育+”

行动计划，强化课程研发与创新，探

索艺术教育与学科教育、数字技术

的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在学习与生

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在心

中播撒创意的种子。

（作者单位均系山东省淄博市

临淄区教体局）

在辽宁省法库县高级

中学的操场上总能看到这

样的景象：学生在跑道上全

力冲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

伏；五彩跳绳在空中飞速旋

转，勾出优美弧线；篮球场

上的对抗激烈而有序；全校

跑操时队列整齐划一，步伐

轻快有力；在学校冬季长跑

活动中，学生迎着凛冽寒风

坚定前行，每一步都彰显着

顽强的意志……这些充满

活力的场景，早已成为校园

的日常风景。

近年来，面对学生身体

素质下滑，近视率、肥胖率、

病假率居高不下的严峻现

状，学校以沈阳市教育综合

改革重点实验项目为依托，

积极探索“以体育人、以体

育智、以体育德”新路径，通

过构建科学完善的校园赛

事育人体系，着力打造“两

优一高”（体质优、技能优、

毕业生身心素质高）的体育

特色，全面启动赛事育人增

效行动。

在具体实践中，学校不仅开发了“知

识+体能+技能”三位一体的校本课程体

系，形成了足球、篮球、军体、骑行、课间操

五大特色课程，还通过组建多样化体育社

团和专项运动队、健全校园分层体育赛事

体系等举措，有效破解了“五育”发展不均

衡、不协调的难题，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以

赛事育人的办学新路径，在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收获了

丰硕成果。

为充分挖掘体育赛事所蕴含的育人价

值，学校秉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

训、以赛促评”的理念，全面启动赛事育人

增效行动，通过构建层次分明的校园赛事

体系，全方位提升育人质量。

班级层面，体质健康专项赛每月如约

而至。新学年9月，学校开展男生1000米、

女生 800 米长跑比赛，考验学生的体力与

耐力，同时涵养心理韧性；10月，学校开展

力量的角逐——男生比拼引体向上、女生

较量仰卧起坐，彰显青春的蓬勃力量；50

米短跑比赛安排在 3—4 月，春风中，学生

既比拼爆发力，也较量拼搏进取的精神。

年级体育挑战赛同样亮点十足。上学

期，9—10月跳绳翻飞，11—12月拔河号子震

天；下学期，3—4月摸高比赛，学生挑战新高

度，5—6月毽球比赛，学生赛出新“花样”。

学校层面的四季体育综合赛更是焦

点。常规赛事中，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

运动激情四溢，羽毛球、乒乓球等小球竞技

扣人心弦，军体 400 米竞赛充满挑战。四

季赛事各有精彩：春季课间操大赛，整齐划

一的动作尽显青春风采；夏季军体 400 米

障碍赛，学生无惧险阻、勇往直前；秋季运

动会成为运动健儿为班级争光的荣耀时

刻；冬季“一二·九”主题长跑让学生在坚持

不懈中共情革命先烈、牢记历史使命。

通过高中三年系统的培养与训练，帮助

每一名学生至少养成一至两项可以终身坚

持的体育爱好或特长，是学校构建校园赛事

育人体系的核心目标。为此，学校在新生入

学 时 就 为 每 人 绘 制 了 全 面 的“ 运 动 画

像”——身高、体重、视力、心理健康等指标

被精准记录，为其后三年的发展提供依据。

学校不断完善分层赛事体系，为学生

量身打造成长舞台：有人在跑道上尽情释

放速度与激情，有人在球类赛场演绎团队

协作的智慧，还有人在技巧项目中打磨专

注与耐心。丰富多元的赛事供给，不仅满

足了学生对体育锻炼的不同期待，更让他

们在运动中实现身心发展，达成“两优一

高”的育人目标——体质强健如松，技能精

湛出众，毕业时个个都是身心健康的学校

“全能选手”。

随着赛事育人行动持续推进，校园里

处处都是成长的故事。在跑道的逆风中、

球场的汗水中，学生悄然变化：体能在一次

次奔跑跳跃中突飞猛进，免疫力如同坚固

的城墙抵御疾病；在良性竞争中，他们磨炼

出钢铁般的意志，将坚韧不拔刻进 DNA。

如今，校园里的“小眼镜”“小胖墩”变少了，

医务室的就诊记录册也渐渐变薄了，健康

自信成为学生最好的“美颜特效”。

分层体育赛事体系的构建为教师的专

业成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近年来，学校多名

教师参与市县级公开课展示，并在市县教研

活动中担任主旨发言人。他们积极分享、推

广学校的体育教学经验，为兄弟学校开展体

育特色课程提供专业指导。多名体育教师

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教练员，学校体育组也

被评为沈阳市优秀教研组。凭借在体育教

育领域的突出表现，学校先后获得“国家足

球特色学校”“国家篮球特色学校”等称号。

展望未来，学校将继续坚持走特色化、

优质化办学之路，为学生创造健康阳光的

成长环境。

（作者系辽宁省法库县高级中学党委书记）

“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腊月

呦盼春风，若要盼得呦红军来，岭上

开遍呦映山红……”每当《映山红》

的旋律从竹笛中淌出，神思总是不

自禁地飞往红星闪耀的江西吉安。

江西省泰和县水槎乡地处吉安

山区，青竹漫山遍野，绿涛如海。水

槎乡中心小学就坐落在竹海之间。

近年来，学校依托乡村竹林资源优

势，以竹笛课程为抓手，着力打造

“以竹立德、以竹启智、以竹健体、以

竹育美、以竹促劳”融合课程，培养

身具竹子气质、拥有竹子精神，能制

竹笛、会吹竹笛的时代“美”人。

据学校音乐教师肖惠文介绍，目

前全校学生都会吹竖笛，三年级以上

480名学生掌握横笛，每人至少能熟

练吹奏一首曲目。校园内外时常笛

音袅袅、涤荡流转，竹笛已成为学校

乃至水槎乡一张“动听”的名片。

以竹立德 以笛润心

古人云：“德音之谓乐。”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竹子被赋予

虚心劲节、萧疏脱俗的“有德君子”

形象。学校将竹文化中蕴含的爱国

主义、民族精神、革命精神等德育元

素融入竹笛课程，明确音乐的德育

功能。教师教授学生吹奏《井冈山

下种南瓜》《映山红》《我和我的祖

国》等红色经典歌曲，让学生在耳濡

目染中涵养爱国爱家乡情怀。

音乐具有化育人心的作用。学校

留守儿童较多，部分学生性格内向，不

愿与人交往，眼中缺乏光彩，对未来感

到迷茫。如今，在竹笛音乐课程的熏

陶下，学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对未来

充满热情——他们梦想走出大山探索

更广阔的世界，也学会了自我表达：有

的学生想成为音乐家、竹笛演奏家或

竹笛教师……家长虽远在异乡务工，

却能通过视频观看孩子的表演，感受

孩子积极的成长变化。

以竹启智 以笛慧心

法国作家雨果认为“音乐是开启

智慧的钥匙之一”，爱因斯坦等名人

也从音乐中获得科学启发。学校重

视音乐对智育的促进作用。演奏中，

学生需要左右脑协同，左手按孔、右

手持笛的同时聆听音色、调整气息，

激活大脑神经连接。此外，竹笛学习

还能提升观察力、分析力、想象力等

思维能力，培养意志力、专注力等非

智力因素，为智育发展提供心理支

撑。同时，竹笛课程链接文化与科学

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成为智

育发展的“催化剂”。

竹笛制作与演奏融合了数学、

物理等多学科知识：制作竹笛时，

学生需要依据竹子生长特性选料，

其中涉及植物学中竹材纤维密度

与音色关系的知识；在竹笛上打孔

时需要测量孔距、计算孔宽，而烘

烤校直环节则关联物理热胀冷缩

原理。演奏时，学生需要学习对不

同地域风格乐曲的处理方法，这能

促使学生深入理解音乐与地域文

化的关联，拓展人文认知。这种跨

学科实践使学生在竹笛制作与演

奏过程中自然建构知识网络，思维

的灵活性与问题解决能力也能在

竹笛音准调试、乐曲改编等实践中

持续提升。近年来，学校办学绩效

综合评估均位居全县农村小学前

列，进一步印证了音乐对智育的多

维促进价值。

以竹健体 以笛强身

吹气、换气是竹笛演奏的基本

功。为帮助学生提升气息掌控能

力、锻炼肺活量，学校组织学生每天

进行跑步、仰卧起坐等体能训练，大

课间安排学生跳竹竿舞、做竹棒操，

以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为解决乐器来源问题，学校组

织学生动手制作竹笛。教师带领学

生前往大山深处寻找适合制作竹笛

的苦竹，在翻山越岭的寻竹过程中，

学生锻炼了体力与意志力。

竹笛融合课程提升了学生强身

健体的意识。学生的精神面貌和身

体素质显著改善。学校的足球水平

一直在全县名列前茅，还入选了

“2024 年度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

以竹育美 以笛孕美

音乐可以陶冶情操、提升审美

情趣。每当悦耳的竹笛声与欢快的

笑声在校园响起，浓郁的艺术与人

文气息便扑面而来。

诗中有竹——“绿竹半含箨，新

梢才出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

东西南北风”“露涤铅粉节，风摇青

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

花”“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

洛城”……学校以“竹”为引，帮助学

生拓展阅读视野，体会古诗词的美

妙，涵育文学审美。画中有竹——

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郑燮的《竹

石图》、仇英的绢本设色国画《松溪

横笛图》；曲中有笛——湖南民间

乐曲《鹧鸪飞》，昆曲中的“吹腔”曲

牌《小放牛》，著名笛子演奏家与作

曲家宁保生的《春到湘江》……学

校将音乐与美术融合，以画生乐，

以乐赏画，培养学生艺术通感，提

升审美素养。

以竹促劳 以笛生勤

为缓解学校音乐器材不足问

题、减轻学生家庭负担，学校专门开

辟一间教室作为竹笛制作室，为五、

六年级学生开设竹笛制作课。制作

室的书架上分门别类摆放着成百上

千根竹材，还有抛光机、打孔机等简

单设备，墙上张贴着竹笛制作的基

本工序：选竹材—烘烤—校直—测

量内径—打孔—去皮—划定音线

等。学生在教师带领下“做中学”

“学中做”，完成打孔、去皮、上漆、抛

光等工序，参与传统工艺制作、工业

生产劳动任务群，先后制作了100多

根供日常训练使用的竹笛。尽管学

生自制的竹笛不及专业人士制作的

精良，但这一过程锻炼和培养了学

生的劳动素养与技能，提升了实践

能力。

竹笛制作成为水槎乡中心小学

学生的特色劳动课程。劳动中，每

个环节都让学生动手参与、亲身感

受，体会竹笛制作的不易，从而更珍

惜手中的乐器。学校六年级学生人

人都拥有一支自己制作的竹笛，他

们将其视为珍宝。

如今，学校正在着手更新“竹笛

进校园”校本课程，希望让更多学生

爱上竹笛。今后，学校将继续以竹笛

为钥匙，助力学生打开通往美好未来

的大门。

（作者揭景军系江西省临川第

二中学教师，王锋旗系江西教育传

媒集团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凌椿系

江西省泰和县水槎乡中心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

一声横笛映山红 美在竹海村小中
——记江西省泰和县水槎乡中心小学竹笛融合课程

□ 揭景军 王锋旗 凌 椿

晒成果

“校园掉下个林妹妹”
近日，河北省曲周县第一中

学“星”光璀璨，第三届“青春华

章 我演经典”校园课本剧展演如

约而至。经过近一个月的精心打

磨，81名学生在教师的悉心指导

下为全校师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

视听盛宴。

演 出 当 天 ，《林 黛 玉 进 贾

府》《变色龙》《党费》《苏武传》

等 8 部精心遴选的古今中外名

篇次第绽放舞台。学生倾情演

绎：或再现黛玉初入贾府的纤

弱敏感，或捕捉“变色龙”警官

的趋炎附势，或塑造苏武持节

的孤傲风骨。他们将对文本的

深刻理解融入生动的表演，凭

借团队的默契将纸页间的铅字

点 化 为 舞 台 上 鲜 活 的 艺 术 角

色。演出结束后，观众对演员

的表现称赞有加，“没想到林妹

妹‘掉’到我们学校里了。”

自 2023年首演以来，课本剧

展演已成为学校一项成熟的品

牌活动。这不仅是为青春才华

搭建的闪亮舞台，更让师生在演

绎与观赏中沉浸式触摸文学脉

动，体悟历史的厚重、社会的百

态与人生的况味，悄然滋养着那

份深厚的文化自信与炽热的家

国情怀。

（许雷雷/图文）

创意生花创意生花 美育结果美育结果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实验中学美育工作侧记

□ 张爱梅 徐 杰

一校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