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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中国教师报 泰学教育
联合主办

红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之一，

具有极强的人格塑造能力和潜藏的

德育功能，可以引导学生以正确的

态度对待学习，培养学生之间的团

结协作精神和互帮互助精神。为

此，陕西省咸阳高新领航学校立足

实际，在“领航俱乐部日记画社团”

开创了“红色日记画”校本课程；同

时在中高年级日常美术教学中增加

了红色日记画的内容。

红色故事不仅要读还
要画出来

在学校小学部，红色故事不仅

要读而且还可以画出来。在第60个

雷锋纪念日之际，学校“领航俱乐部

日记画社团”及中高年级的学生用

画笔描绘红色故事，掀起了学习雷

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热潮。

学校在开展美术教育时，反复

思考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更有利于学

生成长。日记画社团是学校艺术类

社团之一，旨在通过写画结合的方

式鼓励学生将生活和学习中的所思

所想用“画画写写”的方式表达出

来。“日记画”虽然在绘画领域显得

微不足道，但在小学教育阶段却发

挥着强有力的作用。

雷锋、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

的名字熟悉而难忘；长征、抗战、解

放、改革，每一段历史都给我们留

下了感人的故事。动人的故事里

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描

绘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斗的历

史画卷。小学生喜欢听故事，将这

些红色故事与绘画相结合，可使学

生更加深入学习党的历史，明白现

在的美好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道理，这也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实践。为

了担负起“弘扬红色文化”这一使

命，美术组教师认真研究课题，精

心备课，出炉了“我心中的红旗渠”

“雷锋精神永存我心”“梁家河的春

天”“名画欣赏”等内涵深刻、极具

教育意义的课程。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这16个字是在红旗渠

修建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精神。学

生对红旗渠的历史和精神内涵有了

完整了解之后，纷纷在日记画纸上

绘画出《我心中的红旗渠》：有青年

洞的大致面貌，有老百姓修筑红旗

渠的劳动场景、有党旗飘舞下的当

代红旗渠……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

务。课程中，教师主要介绍了雷锋

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

待他人、奉献社会的感人事迹和故

事，并请学生深刻理解雷锋精神的

内涵。在文字素材的引导下，学生

在日记画文字区域一字一句抒发着

对雷锋叔叔的崇敬之情及向雷锋叔

叔学习的决心；在教师示范画的启

发下，学生在绘画区域用手中的笔

抒发着对雷锋精神的解读。

五、六年级“名画欣赏·红色记

忆”美术日记画课程激起学生极大

的兴趣。教师首先带领学生欣赏了

《开国大典》《太行铁壁》《万山红遍》

《启航》等画作，然后让学生在美术

本上分板块书写了“作品介绍”“细

节再现”“所思所想”“历史背景”“美

术特点”等内容，不仅锻炼了学生的

写作能力，还加强了思想品德教

育。该课程主要引导学生欣赏各类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让学生在

欣赏、评述的过程中，了解革命题材

美术作品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思

想内涵、艺术特色，不断提高自身的

美术素养，同时也可从这些艺术作

品中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让画作在笔下逐渐鲜活

合理选材。红色日记画的题材

选择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

知水平，文字构思要有条理，文字表

达要符合小学生的表达习惯和能

力，不能晦涩难理解。教师在讲述

故事时要注重提炼语言，同时给予

学生示范的文字素材。

突出情感。红色日记画重在激

发学生爱党、爱国的情感，不必过于

看重学生绘画的形式，只要能够触

动学生心灵，起到教育的目的，就是

好的作品。

示范多元。图画表达，力争多

元。教师要给学生呈现多样的图画

表达素材和形式，以此提高学生的

画面构图和创作能力，比如红旗渠

青年洞、雷锋叔叔帮助老人过马路

的场景、雷锋叔叔的一顶帽子一支

笔、梁家河的过去和现在对比、梁家

河的窑洞刻画等。

读故事、选内容、定主题、构思、

落笔……一幅幅画作逐渐在学生的

笔下鲜活起来，故事中的一个个人

物也逐渐在他们心中生动起来。

二年级（9）班学生安怡霏说：

“在绘画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仿佛和

雷锋叔叔站在了一起，开始关心和

帮助别人，希望自己能够多做好人

好事。”

四年级（2）班学生魏灵萱说：

“通过观看红旗渠的视频介绍，我知

道了什么是红旗渠精神。红旗渠就

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民不认命、

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

概。我还了解到修凿青年洞的青年

突击队，他们不怕流血流汗，无惧严

寒酷暑，他们有愚公移山的毅力，精

雕细琢的韧劲，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等放暑假了，我想让爸爸妈妈

带我去红旗渠看一看。”

跨学科融合提升核心素养

红色日记画融合了语文学科

素养。比如写文章的格式、文字

语言的组织、画后的朗读和演讲，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各种写作

手法将欣赏后的感悟用笔书写出

来，加深学生对革命历史题材的

了解与思考，这种跨学科融合的

学习方式，真正实现了学生核心

素养的提升。

红色日记画也是美术与思想品

德学科的融合。现阶段的学生，对

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缺乏了

解，体验不够深刻。红色日记画可

以创设情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感受、领悟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培

养健康向上的爱国情感和高尚品

德，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学校在美

术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学生的

技能培养，也要加强学生思想品德

的教育。

红色日记画丰富了红色主题教

育的形式，有效激发了学生学习党

史、了解红色故事的兴趣。小小日

记画，传承大精神，学校美术组将继

续借助日记画这个载体，挖掘红色

故事的内在力量，将红色血脉代代

相传。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咸阳高新

领航学校）

教育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

立德树人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菏泽学院

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

程，统筹推进“三全育人”“五育并举”，践行

“立德”这一育人的根本。学校所在地是著

名的中国牡丹之都，因此学校整合资源以

特色的“牡丹美育”联动德育促进五育融

合；挖掘和整理菏泽的农耕文化、牡丹种植

和发展文化，引入农业文明的经典故事素

材，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在课堂教学中，完善“大思政课”建设。

学校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专业课程相

贯通，筑牢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框架；通

过优化课程思政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

计，构建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

课程内容体系，实现教师人人讲育人，课

程门门有思政，打造特色德育模式。学校

涉农专业按照“既要强化学生耕读文化学

习，增强学生爱国爱民之情怀，又要把教

育教学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着力提升

学生专业知识水平和现场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的总体要求，在人才培养方

案、耕读教育课程体系、实践教学等方面

进行改革和探索。学校开设“‘大国三农’

概论”课程，形成“思政课程+课程思政+专

业思政”全课程育人体系；在拥有审美属

性的花卉学、树木学、植物学等专业课程

中融入思政元素、美育元素，并以此为基

础开设插花艺术专业课程和牡丹栽培与

应用等特色课程。在课程讲授中，学校借

助校地多方共建的牡丹研究院开展校本

课程，让学生了解牡丹、研究牡丹，关心农

业、热爱农业。在“牡丹美育”课程体系中

有机融入德育，既契合了党建政治理论知

识学习，又培养了学生学农爱农的职业素

养和职业情感。

在课下活动中，深化“三全育人”改革。

学校坚持学艺先立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各项活动之中，充分挖掘重大纪

念日、重大历史事件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

资源，组织开展系列庆祝或纪念活动，提炼

思政元素开展德育。学校涉农专业更是注

重文化熏陶，将农耕文明融入校园文化建

设和美育实践中，与课堂知识讲授形成合

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耕读文化教育活

动，并融入“牡丹美育”课程体系，让学生在

校园文化环境中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学校开展“花开盛世”牡丹栽培技艺展览

活动，通过交流观赏牡丹栽培新技术，展示

师生在牡丹观赏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增

强学生对牡丹栽培技艺的认识，提高赏牡

丹、懂牡丹、爱牡丹的意识及牡丹文化素

养；学校“国花苑”社团充分发挥学生组织

的主体作用，开展“云端赏花”线上牡丹展

览观赏活动，引导学生取景拍摄自己眼中

美丽的牡丹花，并挥洒笔墨写下对牡丹花

的喜爱与赞美，通过图片、文字、画作和视

频等形式记录牡丹国色、弘扬牡丹文化。

在课外实践中，增强“五育融合”理念。

劳动可以树德、增智、强体和育美。在实践

活动中，学校让学生走出去，让知识走进

来，构建多维度、复合场景智慧实践教学模

式。如学校结合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有

计划地组织学生到一线进行调研考察和实

地学习，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为深入贯彻校城融合

发展战略，同时切实发挥“第二课堂”育人

功能，学校选派部分学生前往曹州牡丹园

景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牡丹美育”课程

体系又有了新形式。尤其是菏泽国际牡丹

文化旅游节期间，负责园区内的志愿者将

前期培训所学的曹州牡丹园基本情况、牡

丹种植规模、牡丹品种、种植历史、牡丹的

植物特性及菏泽牡丹产业化发展情况、导

游礼仪、菏泽人文地理等知识融会贯通，化

身导游讲给游客，带领游客一同体验牡丹

之美；其他志愿者或变身安保人员，在牡丹

园入口处承担检票工作，主动为老人和儿

童提供帮助；或变身游览车司机，带领游客

深度游园；或变身清洁工打扫景区卫生

等。学生将实践中的经历和经验带到校

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带动其他同学。“牡

丹美育”实践体系加深了美育浸润，拓展了

党建主题教育活动成果，激发了学生对现

代农业的兴趣，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涵盖教学设计、活动策划、实践安排

等层面，融通课上、课下、课外各环节，我

们牢牢把握“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特

色“牡丹美育”，坚持育人与育才相统一，

引导学生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跑出最好

的成绩，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作者单位系菏泽学院）

“牡丹美育”
促五育融合

□李风光 郭锐颖

小小日记画，传承大精神
□张立玲

“民间乐器”奇妙游
□ 刘昱缦

创意课

“嘟嘟嘟……嘀嘀嘀……啦啦

啦……”课间，葫芦丝的声音传入办

公室，引起一众教师的感叹：“学生

是真喜欢吹葫芦丝啊，一下课就吹，

哈哈……”

紧接着又传来一阵急促的奔跑

声，还没见到人，就听到他们焦急的

声音：“老师，我的葫芦丝摔裂啦……

老师，我的葫芦跟管分家啦……老

师，我的葫芦丝断啦……老师……老

师……”

这学期自从开展了“民间乐器

进课堂”，学生对葫芦丝的热情空前

高涨，只要不是在上课、写作业，就

是在吹葫芦丝，学生的音乐素养、表

现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一

些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活泼好动

的小学生喜欢在课间拿着乐器乱

吹，形成噪音影响环境；还有一些学

生喜欢在课间拿着乐器打闹，乐器

的损坏率特别高。

为了减少乐器噪音、损坏等不

好的现象，学校制定了一些相应的

规则，刚开始是有些效果的，但时间

一长，“热爱”葫芦丝的学生又忍不

住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 们 通 过 调 查 问 卷 发 现 ，有

80％的学生对葫芦丝的民族特性不

了解，86％的学生对民族乐器了解

不多。造成“噪音”与“损坏”的根

源，原来是“民间乐器进课堂”教学

内容过于单一——只教给学生怎样

吹葫芦丝，吹出几首小曲子，却没有

通过葫芦丝本身的艺术价值来丰富

学生的审美体验。学生没有从民间

乐器中领会到中华民族艺术的精

髓，所以在他们眼中，葫芦丝只是一

个能吹出声响的“玩具”。

民间乐器是中华民族艺术的

精髓，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乐器的

改良、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音乐的

崛起。

为了更好发挥“民间乐器进课

堂”以美育人的功能，学校决定以

“民间乐器”为主题开展一系列探究

活动课程。为此，我做足了准备工

作：首先在网上查阅“探究活动”“研

究性学习”“跨学科学习”“融合教

学”等相关教学知识和教学经验，厘

清“探究活动课”的基本概念、课程

定位；然后从图书馆借阅了关于讲

述乐器的儿童绘本、民族乐器历史

发展、民间吹奏类乐器发展史等相

关书籍，每天下班后便开始阅读，丰

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最后以“主题生

成—开题指导—研究实践—展示交

流”四个教学流程进行备课。

在教学实践中，让我印象最深

的是“主题生成”课，学生的思维比

我还要开阔，提出了许多有趣、有探

究价值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乐器

店里的葫芦丝有的贵，有的便宜？

它们有什么区别？我们适合买哪一

种葫芦丝？葫芦丝是哪个朝代制作

出来的？第一个创造出葫芦丝的人

是谁？为什么是“葫芦”？

在我的开题指导下，学生将问

题转化成了探究的主题：葫芦丝的

前世今生；现代葫芦丝的材质、调性

与价钱；葫芦丝的科学发声原理；仿

制葫芦丝手工创意乐器。

有了主题，接下来便是有趣的

“实践研究”了。四个小组的学生

为自己的探究主题设计了不同的

探究活动，比如一组探究的主题是

“葫芦丝的前世今生”，他们去河南

省博物馆探寻民族乐器的发展足

迹；为了更好地开展探究活动，他

们还给自己制定了活动过程的评

价量规，列出了去博物馆时要遵守

的纪律，给每一位小组成员都分配

了探究任务，等等。

最有趣的是二组，他们的探究

主题是“现代葫芦丝的材质、调性与

价钱”，小组成员来到西大街的乐器

店，向店主毛遂自荐当一天免费的

“导购员”，帮助顾客挑选合适的葫

芦丝。如小朋友吹的，建议购买 50

元左右耐摔的树脂材质的葫芦丝；

有音乐基础的成年人，建议购买百

元以上红木材质的葫芦丝……在导

购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了解了现代

葫芦丝的改良、变革与发展。当了

一天的“导购员”，学生还体会到了

爸爸妈妈工作的辛苦、金钱的来之

不易，纷纷表示以后要勤俭节约、关

心家人。

最辛苦的当数三组和四组，他

们探究的主题是“葫芦丝的科学发

声原理”和“仿制葫芦丝手工创意乐

器”，小组成员邀请科学教师讲解气

流与摩擦力的科学知识，又在一起

探讨如何制作创意乐器，最后大家

决定用比较细的吸管制作笛子，用

比较粗的吸管制作排箫；吸管从哪

来呢？学生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他们来到学校附近的奶茶店，

向老板提出“打扫卫生换吸管”的想

法，奶茶店老板爽快地答应了，学生

迅速分工，擦门的、拖地的、擦桌子

的……用劳动换取了一大捆不同粗

细的吸管，大家一起用剪刀、双面

胶、尺子这些工具制作出带音调的

笛子、排箫，开心地吹了起来。

最后每个探究小组的学生都把

自己的探究成果制作成展板、手抄

报，在校内宣传“民间乐器”的知识，

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手中的乐器不

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民

族文化。

渐渐地，课间走廊里乱吹葫芦

丝的声音少了、没了，也不知从何

时起，互相督促爱惜乐器的声音代

替了焦急的叫喊声，葫芦丝成为学

生成长道路上的“好伙伴”；每两周

一次的“真新悦耳小舞台”几乎场

场爆满，报名上台演奏的学生争先

恐后，校园中民族传统文化的氛围

越来越浓厚了。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郑

东新区康平小学）

晒成果

有所思

红领巾心向党红领巾心向党
星星火炬，代代相传，红旗一角，鲜艳荣光。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

继承和发扬少先队的光荣传统，展示新时代少先队员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河

北省保定市物探中心学校开展红领巾学党、爱党、颂党绘画征集活动。小画师

们用画笔描绘出对党的热爱，在自己的节日向敬爱的党献上美丽的画卷。

（岳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