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以“小径分岔的
花园”自喻，这是一个整体的美学设计
和比喻，是一个意象，也是一个实体。
这里的“花园”既是幸福美好的象征，也
是教育理想的样子。学校从儿童学习
视角出发，设计校园生活，遵从“儿童心
理”，遵循“生长规律”，尊重“儿童
天性”。

激活生命深处的情感

“成熟的柿子究竟属于谁？属于儿
童、小鸟、树妈妈、天空，还是大地……”

“长刺的树究竟该不该去除它的刺……”
在与儿童对话、讨论、辨析中，张家港
实小教师努力激发孩子们内心深处
的温暖情感，帮助他们培养积极的人
生态度。这些“人之初”的精神功课，
对儿童来说是自然而重要的学习课
程，我们称之为“心灵化运营”。心灵
化运营，尤其关注生命的在场，关注
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主张让师生
在事件中发现、思考、进阶，塑造不同
层 次、不 同 方 向、不 同 体 验 的 童 年
生活。

心灵化运营离不开物化环境的打
造，校园物态可贵的功能在于“养心”，
时时在无言地提出一种“敦请”，给师生
一种“启示录”般的狂喜，成为儿童“精
神的庇护所”，引领他们成为更好的自
己。为此，张家港实小精心设计、打造
童心迷宫、时光隧道、百草园、三味书
屋、梦想艺术馆等场域，让校园生活充
满偶然、未知和无限可能，各种或隐藏、
或显现的能量场域让学习随时发生，校
园成为助力师生成长的审美文化场、天
然学习场。

张家港实小以“遇见”为线索，倡导
校园生活与自然融合，与物、与人对话，
帮助师生在开放的空间中解放心灵，用

“遇见美”就会“生长美”的法则引领儿童
成长，帮助他们在内心建设美的“根据
地”。这一过程中，儿童不仅生出了感性
的“触角”，更有理性的思考，教师要做的
则是通过助推、介入、引领，及时观察与
捕捉个体的反应。

“故事”“辩论会”“主题讨论”等是张
家港实小师生开放式学习的主要形式，
主题涉及“生命科学”“社会伦理”“价值
观”“儿童心理”“审美”等不同领域。教
师由学生自聘，从校长到学科教师、后勤
人员、学生、家长，人人都可以是导师。

丰富儿童的审美历程

面对不同的儿童，张家港实小基于“为了每一个”“发展
每一个”的育人目标，从不同层面，为每一个儿童立体化定制
学习内容、方式等。定制学习既可以看见儿童的现实水平，
又可以提升儿童“跳跃”的高度，既可以看见学生的共性需
求，也可以为学生设计个性化学习。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让儿
童有了更多的选择性、自由度，保护了儿童蓬勃的生长愿望、
鲜活的创造精神、昂扬的未来气质。

让儿童经历“有过程的学习”，是推进他们感性与理性共
同发展与平衡的历程，可以让儿童根据自身发展需求，从最
近发展区出发，经历适宜、完整、独特的学习过程，让每一个
儿童在学习中“遇见最美的自己”。

学习过程，应该葆有趣味。张家港实小打通学科教学，
通过“小项目研究”“长链条学习”“实景场学习”等多种方式，
用游戏的行为，使学习更具活动性、趣味性，让儿童在包罗万
象的学习中看见学习的风景。学校经典课例“桂花乐”课程，
将语文学习与季节美学活动、综合性研究相结合，推出“学课
文、摇桂花、赏诗文、研功效”等系列课程内容，丰富学生学习
的过程，带给学生愉悦的审美体验。

恰当选择，让学习更完整。为了“每一群”趣味相投
的儿童，学校设计特别的群体兴趣课程，发展儿童特长，
在课程的执行中培植审美基因。基于儿童的兴趣需求，
学校提供了艺术整合课、戏剧表演、评弹、原创书创作等
100多个项目。例如“走近大师李叔同”课程，将音乐、美
术、书法等加以整合，形成跨学科综合性学习，从儿童的
立场出发，全角度研究艺术作品的同时，提升学生对艺术
大师的认知度、对艺术作品的鉴别力，同时提升自我的审
美素养。

自我认知，超越学习本身。学校满足“每一个”发展的
“个体预约学习”，极大激活了儿童的学习力和创造力。儿童
可自主提出申请，由多导师相助，从项目的选定，到学习的过
程以及成果的分享，每一步都助力梦想启航。“个体预约学
习”的内容涵盖美术、书法、音乐、手工、科技、原创书等，整个
学习过程是人的觉醒过程，儿童尝试选择与坚持，发展自身
特长，发现成长的无数可能。

探索主动学习新路径

核心素养导向下，指向儿童真实情境的学习帮助他们既
面对现实世界，又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因此，学习的过程应
该是儿童在场的、深度合作的、能解决问题的、具有创造性的
过程。教育者需要思考的是该提供一个怎样的现实世界，激
发出儿童的各种能力。学校将学习的边界外延，引领儿童将
学习联结到更加广阔的生活世界。如“知还——24个村庄
的节气美学故事”，引领学生在二十四节气走进 24个村庄，
感受自然美学、生活美学、艺术美学、人格美学……在这个过
程中，儿童成立学习共同体，通过寻访、劳动、制作等方式，贯
通课程与生活，发挥社会实践的独特育人功能。在认知、合
作、创新的学习过程中，将知识不断地现实化，这是生活，也
是学习。

美学家蒋勋先生说“回来做自己，回来把自己本分的事
情做好”就是一种美。每一所学校，从物质到精神，都有自身
的“肌理”和文化脉络。每一个儿童，从学习到生活，都有其
独特的“属性”经历。教育要从心灵出发，找到学习本来的逻
辑与规律，让儿童的学习过程成为“美的历程”，过“正常”而
积极的童年生活。

（蒋秋华系张家港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南校区校长；
刘慧系张家港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江苏省特级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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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东洲教育集团总校长张炳华曾说：“孩
子是离美最近的人，美育使他们终身受益，我
们要重视美育并将美育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中，
让我们的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美育成为南通市海门区
中南中学师生日常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内容，学生历经唤醒、培养、创造三个阶段，最
终提升精神境界，培养出崇尚自然、发展个性的
优秀特质。

美育起步，重在“唤醒”

美是普遍的，是超脱现实利益之上的，是人
类孜孜不倦的追求。学生时代的美育对人一生
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炳华认为：“美
根植在每一个孩子的灵魂中，教育工作者要做的
就是唤醒这种美。”

每到春意盎然的三月，中南中学一年一度的
阅读节就会拉开帷幕。学生们在多姿多彩的日
子里阅读以助雅兴，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阅读以
添情趣。优秀的书籍是最好的精神滋养品，那些
极富生命张力和内心动感的文字,荡涤着心灵的
尘埃，是精神的净化剂和滋养品，是唤醒美的最
好途径。阅读唤醒了美，让同学们感悟经典、拓
展思维、放飞理想。

“热爱读书吧，愿你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
学校奇迹树班教室的赠书仪式上，班主任精心为
每一位孩子挑选了一本书和一本笔记本，并在书
本的扉页里写下寄语。每一个孩子走到讲台前

面，双手接过书和笔记本，女生和老师拥抱，男生
和老师握手。这是中南中学阅读节的一个剪影，
满满的仪式感引导孩子去阅读，从阅读中唤醒
美，与书为伴，与美为伍。

灯火通明的阶梯教室里，精彩纷呈的课本剧
正在上演。中南中学学子们把大家耳熟能详的
经典作品搬上舞台。经典与艺术相映成趣，阅读
与智慧相得益彰，书香校园建设让阅读变得生动
有趣、魅力无穷，也让中南中学学子浸润书香，在
阅读中幸福成长。

美育关键，重在“培养”

中南中学格外重视艺术教育，用美育来丰润
学习生活，让学生享受艺术的滋养，彰显个性，陶
冶情操。

丰富多彩的艺术教育课程与活动，是学
校美育的重要载体。在江苏省课题《五育融
合视域下民办初中多元班本课程的建设研
究》的指引下，各班在教室里开展了一系列特
色班本课程：旅行课程——发现这世界的美
好；美食课程——发现饮食文化之美；习惯养
成课程——培养行为之美；演讲课程——铸
就思想之美；家校共育课程——体验教育之
美 ；劳 动 课 程 —— 体 验 劳 动 之 美 ；运 动 课
程——发现运动之美；公益课程——培养善
心之美……各班在美育思想的引领下，根据
学生的成长需要，研发具有班级特色的班本
课程，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各类美好的事物，

从具体到抽象，从家庭到社会，为学生的心灵
构建美的世界。

多元化的社团课程也是中南中学的一大特
色。在社团活动中，学生可以在跃动的旋律中，
感受到音乐艺术的魅力；在书法的墨香中，领略
到传统文化的高雅；在围棋的棋盘上，体会到“不
学棋，无以言”的思维对弈之妙；在外语的世界
里，感悟到异域文化的魅力……教师们开拓创
新，创造性地开展活动，把社团课程与学校的美
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学生
在社团课程中体验到艺术美、运动美、科技世界
之美。

中南中学建有艺术中心——锦雅剧场，里面
有近 50种、120多件乐器。锦雅剧场的建立丰富
与充实了校园文化，为音乐、美术特长生搭建了
成长平台，同时也成为中南中学艺术教育的基
地，为中南中学学子提供了展现艺术成果的广阔
舞台。

美育核心，重在“创造”

“人的价值不在于重复的劳动，而是无可取
代的创造力，而美育是创造力的源泉。”把美育从
课堂延伸到社会，从学生阶段延伸到以后的人
生，这是中南人在张炳华带领下共同树立的
目标。

暖风拂面的五月里，中南中学的学子们相聚
在常乐镇张謇故居，他们身着红色马甲，头戴鸭
舌帽，有模有样地为游客讲解，眼神自信坚定，言
语亲切随和，姿态落落大方，声音洪亮清脆。“现
在大家看到的这面数字墙是张謇先生一生的缩
影……”正在讲解的男生左手持话筒，右手顺势
举起，众人的目光随着他的手投向照壁。这是中
南中学举行志愿者活动的场景。

闲暇之余，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室，从校内劳
动实践到校外志愿者活动，从校内六楼科技馆
到海外修学旅行……学生们在实践中领会奉献
的精神与人性的美好，在行动中感悟科技的光
辉和世界的广阔，这些经历都成为创造美的
基石。

中南中学学子在书本扉页的箴言里埋下文
学的种子，创造文字之美；在多元化的课程与活
动中，发掘艺术的天赋，创造艺术之美；在实践活
动里，塑造美德、感悟科学、拓宽视野，创造心灵
之美……美育让学生更加热爱生命，留恋世间的
美好。

美育成为驱动学校、教师、学生乃至家长的
精神引擎，并播撒开来，影响着一届届学子，让他
们的人生开出美丽之花，结出幸福之果，使中南
中学成为流淌着奶和蜜的幸福校园。

（作者系南通市海门区中南中学教师）

美学家蒋勋曾说：“一个人审美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他的竞争力水平。因为审美不仅代表着整体思维，也代表着细节思维。”美育可以培养和强化人的感知力、想象力，丰富人的情感，拓展人的精神世界。
美育是新时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着力点，在“立德树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期“影响力学校”专版邀请 3所共同体成员校分享各自在美育方面
的经验做法，看学校如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学会欣赏美、表达美、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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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宁海中学的美术特色教育开展了 30
多年。近年来，围绕“立德树人”和“五育并举”理
念，学校在美育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引导学
生认识美、感受美、创造美，并在各学科教学中渗
透美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面对“十四五”的新
起点和新时代的新要求，宁海中学构建了美学观
照下的教育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立美教育”
的思考。

赵宋光与“立美教育”

赵宋光，是当代中国音乐界一个如雷贯耳
的名字。他的《论音乐的形象性》（1962年创
作），被称为是一篇真正达到美学高度的专
论。在教育美学领域，他有自己一系列理论
构建和独特的话语。李泽厚在他的文集里对
赵宋光的美学思想大加赞赏。赵宋光“操作
领先、言语镶嵌”的教学思想，非常具有现代
性。在教育美学上，他构想的立美方法也极
具价值。

赵宋光认为，美育远不仅是艺术教育，它
有最重要的基础部分，关系到引导受教育者
主动建立美的形式。建立美的形式的教育活
动，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形体”的宏
伟历史在教育领域中的缩影，他称之为“立美
教育”。

“立美教育”就是用合教育规律的方式帮助
学习者探索、掌握规律，以自由驾驭规律、解决
问题、造福社会并获得发展，体会和谐、愉悦感
受的富有张力的过程。目前，教育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其实就是在关键链条上存在缺陷或
断裂。

赵宋光明确提出了“教育的使命在于培育能
自由运用规律以造福社会的人”，达成这一使命需
要依靠“立美教育”，其基本方法是：为受教育者的
行动言语建立合规律的形式……随时启发出对所
认识规律的自由运用。

宁海中学有着丰润的美学土壤，多年前就形
成了“厚文养正，以美立教”的教育追求。其中

“文”“正”完美地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美的因
素。作为宁海教育人，教师的美德包括“厚文养

正”中的“文正”，更包括校训中的勤、诚、勇。其中
“勤”为坚苦耐劳，“诚”为言行不苟，“勇”为精神奋
发。这三字校训也契合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如果在此基础上培养具有宁海特色的“文正
好少年”“ 文正好教师”，“立美教育”便有了源头
活水。

“美学观照”下的教育使命

“美学观照”是指用美学的观点指导、驱动教
育，让教育更加符合美学规律，达到真善美的效
果。“观照”中的“观”由“又”和“见”构成，意指一
次又一次的见，从而洞察并揭示本质。“照”是光芒
进入，阴暗变光明，带来温暖，改变心态。也就是
说，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大幅提升教育效果，而且要
让受教育者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美的光辉的
烛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诸多对美德的概括，
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勤
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在我们日常生
活中，也有对美德的要求，如礼貌、忠诚、节制、
正义、慷慨、怜悯、仁慈、谦虚、宽容、真诚等。基
于这种认识，教育者必须以自身的行为为受教
育者树立美的风范，从而让受教育者在受教育
的过程中确立美的标准。孔子曰：“己欲立而立
人 ,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教师要想成为

“立美教育”的主人，首先自己要成为美的使者、
美的化身。

“美学观照”下的高品质发展是近年来宁海中
学教师思考的一个话题。虽然人们都能感受到
美，并且能够识别美，但是在回答“究竟什么是美”
的问题时，答案却千差万别。

美在教育中无处不在，我们常说的教育中
的美包括教师之美、教学之美、知识之美、校园
之美、生命之美等。但这些美不是自然形成
的，需要通过思想与行动有意识地滋润与培
养，是基于教育的使命而有意铸成的。

“立美教育”的行动路径

从教育者自身立美的维度，我认为教育者应
从美德、美言、美行、美绩四方面来让自己成为美

的对象、美的化身，以美引美，从而达到“立美教
育”的目的。

美德是立美之根。“立美教育”中的美应该
聚焦于“美德”。教师的美德除了与传统和日
常美德有共性外，还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一般
可分为教师的专业德性与教师的伦理德性。
教师的专业德性包括教育机智、教育热忱、教
育敏锐、教育幽默等。教师的伦理德性包括仁
慈、温和、耐心、通达、乐观、明智、公正、节制、
正派、诚实、信赖、真诚、宽容、理解、信任等，其
中博爱、尊重、宽容、善良，是教师必备的重要
美德 。

美言是立美之叶。教师的教学语言不仅要
讲究艺术，更要注意说话技巧。教师在进行教
学活动时，发音轻重、速度快慢、抑扬顿挫、起伏
跌宕等都要有讲究。同时还要根据教材文本内
容的主次、详略、难易程度不同，确定相应的语
速语调。

在立美引领中，宁海中学师生形成课堂规范
用语、作业批改规范用语、家校交流规范用语等，
倡导使用尊重性、激励性、技巧性、艺术性语言，让
所有语言有温度、有美感。

美行是立美之茎。行动是最好的老师。宁海
中学基于“实践是智慧的来源，美好在于创造”的
理念，让教师的美行更具有直观性与可接受性。
我们倡导美行，让立美在实践中、在不忘初心中得
以诠释。

美行除了教师课堂的行为以外，还可以结合
学校文化中已有的传统来进一步深化。如宁海中
学分校的“向美而行”系列活动，以美为出发点和
归宿点，通过“行”来让美落到实处，通过“行”来影
响和感化学生。

美绩是立美之果。一名优秀的教师除了应具
有高尚的师德、丰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巧外，自
身的业绩也是立美的重要因素。事实胜于雄辩 ，
教师自身在专业技能大赛、教学论文、教育研究等
方面取得成绩，不仅能创造优质的教育资源，也为
学生树立了立美的榜样。

（作者系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党委书记，曾任
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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