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后

喜欢带孩子去赶海。潮退沙现，

孩子挎只小桶，一边撒欢儿，一边拾

蚌。我总是希望孩子拾到的蚌里有珍

珠，但孩子却并不在意。他会把自己

喜欢的蚌壳收集到桶里。开蚌时，发

现珍珠固然很好，但没有珍珠也不会

扫了他的兴——能在滩涂上自由自在

地玩耍已经足够令他快乐了。

儿童的成长就像一场赶海，蚌

里有没有珍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

母能带他们赶海。同样的，“无用之

用”究竟有没有“大用”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学校、家长能给儿

童空间与时间，让他们做“无用之

事”——赞许他们对春虫的好奇，

支持他们在艳阳下踢球，鼓励他

们收集秋叶，和他们打一场畅快

淋漓的雪仗……目的是允许儿童

“闲下来”。

古希腊语中，“学校”一词的词

根即是“闲暇”。真正的学习一定发

生在身心自由、情感愉悦、思维灵动

的闲暇之中。只有为儿童创造这样的

成长环境，关注儿童的身心健康，尊重

儿童的成长规律和认知特点，满足儿

童的心理、情感和精神需求，高质量的

学习才会发生，儿童才会健康发展。

如果儿童成长中的每一件事都

要被放在功利的秤盘衡量，那样的功

利主义人生恰如泰戈尔所说，“像一

把没有刀鞘的刀子，锋利但是不好

看。如果生活这盘菜，用这样的刀来

切，便是一种让人难以释怀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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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见故事

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曾对我说过，“人生有

涯，要多做些自己喜欢、让学生感到有趣的事

情”。我深以为然。

美好的品质在好电影里都有。一部优秀的

电影如同一本好书或者一场难忘的旅行一样，都

可以丰富学生的生命体验。因此，我尝试了一次

“大胆”的创新，为五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电影

欣赏课”。我期待学生能够通过这门课程，从一

个全新的视角去发现和感受那些教科书和练习

册之外的精彩纷呈的世界。

在第一节课上，我与学生分享了我喜爱的一

部电影——《伴你高飞》。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

关于回家和成长的故事。主角是一个 13岁的女

孩艾米，她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失去了母亲，被送

往与她多年未见、居住在远方的父亲身边。她的

父亲经营着一座农场，热爱各种奇特的发明。在

帮助野雁重返蓝天的过程中，父女两人逐渐消除

彼此间的隔阂，重建信任，并相互温暖了对方的

心灵。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特别令人难忘：艾米在灌

木丛中发现了一窝野雁蛋，但母雁已经不知所

踪。艾米不忍心看到这些小生命被遗弃，于是把

它们带回了农场，并在抽屉里为它们搭建了一个

温暖舒适的小窝，静静等待着它们孵化的那一刻。

当小野雁破壳而出时，学生们紧张的心情与

艾米一同得到了释放，我甚至听到有人长舒了一

口气。我知道他们的情感正在被这部电影深深

地触动。

一名学生在我耳边小声说：“老师，我曾经养

过一只腿受伤的小鸭子，它也把我当作它的妈

妈，总是跟着我。我每天挖蚯蚓喂它，后来它的

腿竟然痊愈了！那一刻，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非常幸福。”看到学生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我明

白他已经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电影中的情节紧

密联系了起来，那些美好的记忆在这一刻得以升

华，内化为他品格的一部分。

电影的高潮部分，艾米驾驶着父亲制作的轻

型飞行器飞越农场，与群雁并肩翱翔。学生们不

约而同地发出惊叹，有的张大了嘴巴，有的忍不住

站起身来，每个人的眼中似乎都在闪烁着光芒。

我想，实现梦想、自由飞翔是每个少年内心

深处的渴望。看着艾米的成功，他们一定体会到

了梦想成真的喜悦。对梦想的无限向往也许会

在将来的某一刻转化为为梦想而奋斗的动力。

观影结束后，学生们都很兴奋，他们交流和

表达的欲望几乎要溢出教室。抓住时机，我邀请

他们分享感受：“这个故事给了你什么启示？”

“做事情要有毅力，坚持不懈”“人应该善良，

要有爱心；要全心全意帮助他人”“既然承诺了，

就一定要做好，不能半途而废”“万物都是平等

的，我们要保持一颗热爱大自然的心”。

我真的为我的学生骄傲、感动。他们说的每

一个启示都像是对自己的人生作出的承诺。显

然，真善美的种子已经随着这部电影植入他们的

心中，浸润着他们的生命。

之后的一周，学生老远就开始主动和我打招

呼：“连老师，这周还有电影课吗？”

“有的！”

“那我们会看什么电影呢？”

我不禁微笑——看来他们已经开始期待了。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福州市梅峰小学）

有段话一直萦怀不去，令我时常

回味。

那是一段大学教授讲给小学生的

话，讲话者是王澍。他是世界著名的

建筑设计师，曾获得过国际建筑界的

“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现任中

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一次，在

中国美术学院附属小学的毕业典礼

上，他对学生讲：“亲爱的孩子们，我在

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很爱好体育，但

是没有成为运动员，可如今在这个拼

体力的建筑设计界，我的身体素质是

最棒的；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很

喜欢画画，但是没有成为画家，可如今

我作为一个建筑师，画起图纸来非常

轻松；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喜

欢写作文，但是没有成为作家，可是在

众多普利兹克奖获奖者中，大家说我

的设计文稿写得最有内涵。”他的结语

是：“孩子们，当年看似无关紧要的东

西，都在我的身上发生了化学反应，对

我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这段话像谈心一样直白，可意蕴

却很丰富，着实精彩！这是我的真实

感受，相信大家也会有同感。

赞叹过后，不免细思：王澍的这段

话究竟好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用生

动、易懂的话语道出了深刻的道理，而

且这个道理会自然地浸润心灵，进而

启发思维。

他的这番话让我不由联想起了综

合素养的话题。学生发展需要有带得

走、带着走的东西，那就是学科核心素

养。但是在学科核心素养之上还有一

个整合性的素养——综合素质。人是

一个整体，生活更是综合的，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有赖于人的综合素质。综合

素质来自学科核心素养的融合、融通，

进一步讲，综合素质升华了学科核心

素养，它的核心是创新思维、创新能

力。所以培养综合素质要求学科教学

打开边界，引导学生打开眼界，学会将

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发生联系，

结成知识图谱，编织成素养网络，将自

己发展为完整的人。

比如，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重在

基础，基础不可替代，也不可逾越，万

丈高楼要有扎实的地基，否则大厦就

会立即倾覆。又好比长途跋涉，必须

有底气和实力，否则走不远、走不稳，

走不到终点。基础意味着可能性，基

础有多厚实，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有多

广阔，孕育出的可能就会有多丰富。

所以，基础，尤其是那些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等，看起来无关紧要，其实都在

默默支撑人当下与今后的发展。任何

时候都不能忽略基础，连一点点轻慢

都不行。

比如，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真正

的五育融合是化学反应：五育之间互

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支撑、互相促

进，形成一股合力，让人全面而自由地

发展。但是五育融合要以五育并举为

前提。五育并举说的是每一个“育”都

重要，都有独特的育人价值，没有五育

并举，就不会有真正的五育融合，因此

要把每个“育”都做好、做到位。但是

在每个“育”做好的时候，要主动伸出

手来与其他各“育”合作，相互交融，催

化五育之间的化学反应，反应的产物

是人的整体、和谐发展。这是人发展

的理想境界。

儿童有自己的兴趣，而且兴趣是

多元的。培养兴趣，发展自己的爱好、

特长，让自己有个性。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兴趣也是创新的先导。我们应

该让学生有喜爱的学科、喜爱的活动、

喜爱的“角落”——苏霍姆林斯基称之

为“心爱的学科”——但是，培养兴趣、

爱好、特长，目的不是刻意让儿童成为

一个什么家，而是培育和发展素养。

儿童的兴趣到一定时候会出现“中心

兴趣”。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中心兴

趣”大概是在八岁开始形成。教师要

给予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让“中心兴

趣”朝着最大可能性的方向发展，所谓

的“家”自然就在其中。不过，我也相

信，儿童的“中心兴趣”也会发生变化，

教师应该顺其自然，也要积极引导。

这里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是否

允许学生对某一学科不喜欢，即能否

接受学生偏科。我深以为这并非绝对

不可以。要知道有不少大家在中小学

阶段学习时是有偏科的，这与他们的

认知特点和学习风格有关。我们需要

明确的是，偏科不能提倡，要努力引导

纠正，但在不提倡的前提下也千万不

要歧视，不要打压，更不能轻易放弃偏

科的学生。

至于王澍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

何回答，我并不知晓。我只知道，当学

生问他“什么学科对于建筑设计最重

要”的时候，他回答说，不要问什么最

重要，而要问自己喜欢不喜欢。他又

说，我造一个房子就是造一个世界。

我的理解是，每个学生在学习时，无论

哪个学科都是为他们打开一个世界，

而所有学科沟通起来，他们进入了一

个偌大的世界，然后可以到处寻觅，到

处创造。由此，王澍这番话让我有了

更深的思考和更多的想象。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院研究员）

不妨让学生多学点“无关紧要”的东西
□ 成尚荣

一场电影心旅
□ 连榕华

美在浸润 育在融合
——记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南菁大美育课程体系”实践

□ 马维林

嘉论

美育能够为学生成长注入积

极的力量。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简称“南菁高中”）依托学校丰富

的文化艺术资源，深入挖掘教育教

学中的审美因素，将美育渗透到教

育生活的各个环节，构建了全过

程、全学科、全生活的“南菁大美育

课程体系”，通过对课程的整合、融

合与综合实现五育并举，让学生身

心都浸润于美育之中。

以课程整合思维加强
美育的学科渗透

学科中蕴含的审美元素是美

育的重要资源，如语文学科所包含

的语言之美和思想之美，历史学科

中的品鉴之美和人格之美，化学学

科的物质变化之美等，无不体现了

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南菁高中

对学科课程进行整合，在学科教学

中渗透美育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

让学生感受科学和艺术的魅力。

化学教师张静慧开设了《中国

传统印染艺术》的学科美育课程，

深受学生欢迎。一名学生在作文

中记录了上课的过程与感受：

“上星期大家在语文课上学了

《林黛玉进贾府》，有多少人看过

《红楼梦》原著？”这种出人意料的

问题，在张老师的课上经常出现。

“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

药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大家有

印象吗？”张老师说着，迅速在电脑

上搜索到这一段，念给大家：“……

宝玉方低头一瞧，却哎哟了一声，

说：‘怎么就拖在泥里了？可惜！

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

张老师问道：“石榴红绫的‘不

经染’，是因为什么呢？”

“老师，石榴红绫是用的什么

染料，是不是容易脱色？”一位同学

问道。

“很好！这就涉及我们这节

课要了解的传统植物染料了。石

榴裙就是红裙子，古时就有‘红裙

妒杀石榴花’的描述，但石榴裙可

不是用石榴花染的。我国传统的

红色染料为茜草、红花、苏木。这

些染料直接染色时，容易脱色，一

般用明矾、乌梅、米醋作媒染剂，

这些物质均为酸性。有的也用石

榴皮（含丹宁酸）作媒染剂，使色

素牢固吸附在织物上。”张老师

在讲台上引经据典、条分理析，

大家在台下听得入了迷。

“石榴裙沾了泥水会怎么样

呢？大家知道古人用什么洗衣服？”

突然，张老师提出另一个问题。

“草木灰浸的水，含碳酸钾，碱

性的！”“也有可能有‘香胰子’，那是

初级的肥皂，也是碱性的！”学生激动

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最后，学生对这堂课的感受是

“换一种眼光，从文学名著、古代文

物中看到了化学，又从化学中看到

了科学之美、人文之美”。

由《红楼梦》中的服饰美学引

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在文学的情

境中探索自然科学的奥秘，感受着

科学之美和艺术之美，张静慧老师

开设的课程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

学习美育课程开发的思路——学

科整合，让审美渗透在每一个教

育环节中，实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

融合。

以课程融合方式推进
美育的跨学科实施

审美具有丰富性、情境性和体

验性特点，这就要求美育创设丰富

的审美情境，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审

美活动，实现感性和理性的和谐。

按照这样的课程开发理念，学校通

过传统文化教育与艺术课程的跨

学科实施，让学生充分感受传统文

化意蕴之美和艺术形式与内涵的

和谐之美。

在跨学科课程中，“古欹器的

复制与探究”颇受学生欢迎，成为

学校的“名牌”课程。

欹器是一种灌溉用的汲水罐，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

中的创造。欹器有个特点：未装水

时器身略向前倾；待灌入少量水

后，器身就直立起来；一旦灌满水

后，器身就会一下子倾覆，把水倒

净后，便自动复原，等待再次灌

水。古人将这种特点抽象为“虚则

欹，中则正，满则覆”，常将欹器放

在案头甚至宗庙，提醒自己事事需

适可而止，不可过分。

在课程实施中，教师首先向学

生介绍欹器的历史，探究“虚则欹，

中则正，满则覆”背后的物理原理，

即加水过程中器身重心的变化。

同时，教师引导学生利用杯子、罐

子、瓶子等器皿尝试制作一个简单

的欹器模型。学生在学习、制作模

型的过程中既了解了物理学概念，

又领悟到“中庸之道”的概念。

“根据容器形状，用数学方法

反复计算，寻找重心，加料配重，再

多次实验改进。两个多月后，我终

于制作出一个欹器！”高二学生蔡

敏在课后的个人总结中这样写道，

“我收藏了自己的作品，因为它不

仅记载了我多次失败又反复钻研

的经历，还可以提醒自己‘谦受益，

满招损’。”

“国兰与文化”是另一门深受

学生喜爱的跨学科课程，它集兰花

养殖、赏兰、写兰于一体，构成具有

学校特色的审美文化。

这门课程缘起于学校语文组

的宋龙福老师。他酷爱兰花，人

称“兰痴”。学校开发大美育课程

时，他萌发了利用自己的兰花资

源以及对兰花文化的理解开设一

门课程的想法。在与同事闲聊时

他谈了自己的想法，生物组教师

程明、美术组教师孙永和当即与

他一拍即合，三人共同设计了一

门跨生物、语文、美术三个学科的

课程——“国兰文化课程”。

“兰花有‘君子之花’的美誉。

中国的兰花属于地生兰，是中国特

有的，我们称之为‘国兰’。国兰不

仅形态秀美，有花可以观花，无花

可以观叶，它的香味也很独特，任

何香水都模拟不出国兰的香味。

那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清香，十分高

雅。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这是一种操守，一种君子风骨。”宋

龙福在“兰苑”与学生谈笑风生，从

屈原的《离骚》讲到郑板桥的咏兰

诗，学生慢慢地体味到其中的文化

意蕴。

配合宋龙福，程明开设了关于

国兰的生物科学课程，从国兰的生

物学分类界定开始，为学生系统讲

授国兰的进化、繁育、特点与药用

价值等。孙永和也开设了一门“写

兰”课，带领学生鉴赏中国历代书

画家笔下的兰花，指导学生以兰花

为主题速写、素描。

很多毕业生回忆起校园生活，

还能回忆起校园里悠然淡雅的兰

香，而养兰、画兰这些美好的生活

记忆也都早已浸润了学生的生命。

以课程综合理念营开
启美的教育生活

南菁大美育课程坚持综合实

施的理念，让学生的全部生活都充

满审美旨趣。在校园美学空间建

设、学校教育文化的审美凝练和课

程活动的综合实施方面，学校也充

分体现高雅的审美追求。

自学校的前身——南菁书院

创建算起，南菁高中已经有 142 年

的历史。跨越三个世纪的办学历

程为学校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在新校建设时，学校将书院文

化融入校园环境文化的整体设计，

以书院碑廊、南菁课生名录、箭炬

老校门、宗棠古井等历史遗存为核

心元素，构建了典雅厚重的校园文

化景观。高雅厚重的学校文化总

是体现出和谐、包容的特质，处处

给人以愉悦的美感，陶冶着师生的

性情，孕育出师生心灵深处对美的

无限追求，被誉为最有中国文化情

怀的学校。校园的建筑、园林、景

点都含蓄地表达着学校的教育追

求，充满着文化内涵和美感。校园

每时、每处、每景、每物都具有深刻

的教育意义和美育价值。学校的

标志性建筑之一“正学亭”上挂着

南菁书院创始人左宗棠的对联“辅

世长民莫如德，经天纬地之为文”，

彰显了学校教育价值的传承与追

求，成为师生的精神指引。“忠、恕、

勤、俭”的校训提醒着师生要践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教育的思

想之美。

美育体现在校内，也体现在校

外。学校开设特色研学旅行课程，

让学生遍览祖国的山川湖海和历

史古迹，感受祖国的山川秀美、河

海壮阔和灿烂文化。学生在半个

月的活动中写下上万字的报告，实

现了认知、情感和价值的综合提

升。学校还组织丰富的志愿者活

动、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活

动，以美育课程的综合实施实现全

面育人。

在美育课程实施中，南菁高中

以增强体验和呵护学生的生命主

体性为原则，激发学生生命内在的

对美的欲望，只有蕴含在生命深处

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强烈愿望被激

发出来，学生的创造潜能才能真正

得以发挥，教育强国的梦想才能真

正成为现实。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江苏省

南菁高级中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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