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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有时是逼

出来的》是教育专著

《教育的是是非非》中

的一篇文质兼美的随

笔。但我总觉得文题

中的“逼”似有“语不

惊人死不休”之感。

这引发了我对“兴趣”

与“逼”之间关系的

“思维触点”——兴趣

为什么要“逼”？

在列举了启功、

李成年、孔祥东、郎

朗 等 大 家 的 案 例 之

后，作者概括指出：

“各行各业，哪一个

成 功 者 在 追 求 自 己

的目标时没有‘逼’

过 自 己 ？ 逼 就 是 压

力，压力可以转化成

动力。”至此，我才真

正 理 解 了 文 章 的 主

旨，就是兴趣发展到

一定阶段，必须适度

地“逼”一下，让兴趣

向更深更高处发展，

否 则 兴 趣 就 只 能 停

留在“爱好”层面。

兴趣是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

理倾向，用了“逼”字之后，使得主体

原本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变成了外部

驱动，使主动的学习变成了被动的

学习，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作为一

种动力支持系统，兴趣要注重培养

与保护。只有“有所好”，才能“向往

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良方在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

问题》中说，学习意向的激发是真正

学习行为发生的首要条件。教育工

作者一定要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培

养。没有兴趣作为引发学生学习行

为的逻辑起点的学习，不是“真正

的、能动的、有意义的”学习。

当然，兴趣的发展不能仅仅依

靠积极情绪的支撑，还要在认知的

维度上增强认识，通过价值的引领，

会让原有的兴趣由“有所好”逐渐变

成“有所执”，并持久深入。孔子所

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职业教育的

工作者，我总觉得“逼”的方式比较

极端，尤其是对学业基础薄弱、行为

习惯欠佳的职校生来说。其实，职

校学生已经被“逼”得很严重了，有

些职校甚至还在探索“军事化”的管

理方式，但换来的更多是学生的抵

触、对抗情绪，甚至是过激行为。因

此，我觉得在育人工作中，把对抗式

的“逼”换成柔性的“引导”或者“激

发”似乎更为妥当。

国家制定的关于学生学习质量

提升的相关文件中，涉及“学习兴趣”

“学习动机”等相关文字叙述时，搭配

使用较多的语词都是“培育”“培养”

和“激发”。这也充分表明，对于某一

事物，学生一定是先产生兴趣，进而

了解、学习，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积

极的情感体验和正向的价值判断，从

而产生持久的“热爱”。这就是所谓

的以“趣”导“行”、以“行”强“趣”的正

向培养逻辑。对于在义务教育阶段

学业受挫的职校学生来说，从“心”入

手实施“引导”或者“激励”教育，才会

让他们产生积极的学习行为。

总之，用“逼”的方法培养兴趣

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所谓“逼”出来

的教育成功案例也仅是个例，其本

身并不具有普适性。教育工作者切

忌偏执一端、固守一法。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海安市教

育体育局）

去年 10 月，我接手了一个新班。

不久后，我发现班上的学生小月每天

都化着浓妆。厚厚的粉底、浓重的眼

影和刺眼的唇膏遮住了这个女孩脸

上的青春气息，而且并不美观。

我私下与小月谈心，从一个“过

来人”的角度向她说明过早化妆的危

害，并重申了学校的相关规定，希望

她不要再化浓妆了，但收效甚微——

只隔了一天，她就再次化起了浓妆。

当我询问她原因时，她只是说：“老

师，对不起。”之后就低头不语。我意

识到，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真

正帮助这个女孩。

隔天，我拨通了小月妈妈的电

话。我先与她沟通了小月的学习情

况——事实上，小月学习成绩不错，

上次考试英语科目还获得了班级第

一的好成绩。接着，我又表达了对于

小月化妆的担忧。这个话题引起了

小月母亲的共鸣：“谁说不是呢？每

天四五点就起床化妆了，说她也不

听。我实在没办法。”

随着小月妈妈的进一步讲述，我

才了解到，从初二开始小月的脸就长了

痤疮。起初还不严重，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痤疮越来越多，还留下了难看的痘

印。因此，小月感到非常自卑，只好用

浓妆来“遮丑”。几年下来，小月已经到

了不化妆就无法见人的地步。

原来是自卑心理在作祟。作为

班主任，我决定寻找机会帮助小月摆

脱自卑，树立自信心。

但应该从何入手呢？

我利用周一的班级例会开展了

一次以“自信”为主题的班会课。课

上，我设计了一个“我眼中的她/他”

活动，让学生详细描述一下自己好伙

伴的形象。学生基本都能描绘出伙

伴的大致轮廓特征，但对于一些小细

节，比如脸上有没有痘痘、有没有疤痕

等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我“故

意”得出结论——看来，别人并没有我

们想得那么关注我们的外貌。

第二个环节，我设计了“优点大爆

炸”活动。抽到签的学生要写下自己

的性格特点，同时其他学生也要写一

写这位同学的优点。在抽签过程中，

我暗中做了“手脚”，故意让小月中

签。小月对自己的性格评价是“沉默

内向、不爱说话”，同学们给她的评价

却是“沉稳、踏实，为人靠谱”；小月认

为自己“说话直，情商低”，同学们认为

她“为人正直”……同学们给小月写了

满满一页纸的优点，并特别强调她有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小月捧着这张满

是“优点”的纸，流下了眼泪。

或许小月从未意识到自己有如

此多的优点，没想到老师和同学一直

默默地关注着她。相比容貌，大家看

到的更多是她的优秀品质。小月所

认为的缺点恰是她的优点。班会之

后，小月的心结有所松解。

为了进一步培养小月的自信心，

我深入发掘她的特长，得知她擅长美

术。恰好学校最近举办板报评比，于

是我果断找到她，希望她能发挥特长，

为班级贡献力量。虽然小月有些犹

豫，但我看得出来她其实是想参加的，

只是担心画不好，给班级“丢脸”。我

鼓励她说：“大胆去尝试！不试试你怎

么知道自己不行呢？成绩不是最重要

的，只要我们做到了以前做不到的事

情就是进步。我看好你。”小月犹豫再

三，终于向我表态一定全力以赴，不辜

负我对她的信任。

接下来的一周，小月对板报的标

题、构图和文章内容进行了精心设计，

并请我和班长帮她反复推敲方案。在

绘制板报时，她非常认真，细致描摹，

涂色不留一点空白。当板报呈现在众

人面前时，大家无不惊叹，纷纷对小月

竖起了大拇指。我在小月眼中看到了

前所未有的光彩。

评比结束，我们班不出意料获得

了一等奖。我特意安排在班会课上

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状。我先给学生

展示了参加比赛时的照片，特别是板

报特写照片，然后“明知故问”：“这次

比赛中很多同学贡献了自己的宝贵

休息时间为班级服务，那么谁的贡献

最大？”学生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

“小月！”我带头为她鼓掌，全班掌声

雷动。我邀请小月把班级的奖状张

贴起来，她有些局促地接过奖状，教

室里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

掌声渐渐化成了小月眼角的泪光和

嘴角的笑意。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高碑店市职

教中心）

青春的脸庞无须“妆”
□ 宋春风

育匠有方

“纱灯笼皓魂，宣纸载烟云。徽

墨文房宝，潜簟凝寒冰。”这是广为流

传的《安徽八宝歌》中的一段歌词，其

中第一句说的就是“剔墨纱灯”。

剔墨纱灯又名“宫灯”，是安徽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 300 多年

历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技

艺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濒临失传。

为了保护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芜湖电缆工业学校主动承担起“纱灯

传承，灯火延续”的责任，建立了“无

为剔墨纱灯文化传承创新基地”，组

建了文化传承社团，培养了数以百计

的非遗传承人才。

进入新时代，学校继续探索非遗

传承的新路径，在技艺传承过程中实

践“行动性德育”，挖掘非遗的育人价

值，取得了积极成果。

探索传承新路径
让非遗“活”过来

剔 墨 纱 灯 工 艺 成 熟 于 清 嘉 庆

年间。纱灯以硬木为框架，灯壁四

周镶罩纱绢。纱绢上彩绘着人物

花鸟、青山绿水、神话传奇等各种

精美的图案。1894 年，光绪帝为慈

禧太后操办 60 寿辰，在宫中高悬无

为剔墨纱灯，灯影旖旎，美轮美奂，

观赏者无不称奇。

“剔墨纱灯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创

的剔墨技法。”剔墨纱灯制作技艺传

承教师张文泉介绍，剔墨纱灯选用薄

似蝉翼的丝质绢纱作画，先用勾线笔

蘸墨在绢纱框上勾出画图轮廓，再把

轮廓以外空出的部分用淡墨涂抹，而

后剔除焦墨，并在绢纱上均匀涂上

胶，等胶干后，在胶面上进行勾线、着

色与晕染等操作。

“剔墨是为了让画面更为立体，

有凌空之感。”夜间点上灯火，灯体

透亮，鲜艳夺目，所绘景物层次分

明，形神兼备，尤其是经过剔墨工艺

描绘的人物眼睛，在烛光穿射下频

频闪眨、脉脉传情、栩栩如生，仿佛

悬浮于纱面，与当下最先进的 3D 立
体全息投影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也正是因为剔墨纱灯的“精美

绝伦”，导致它制作周期长、成本

极高，加之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

产业的冲击，剔墨纱灯失去

了市场竞争力，成为被

“束之高阁”的艺术品，濒

临失传。

为 了 拯 救 这 项 非

遗技艺，芜湖电缆工

业学校发挥职业院校

的独特作用，将地方

非遗文化引进校园，

让这些老手艺在校园

“活”起来。

2014 年，学校成立

了“无为剔墨纱灯文化传

承创新基地”。其后，又斥资

160万元建设了非遗展厅、剔

墨纱灯大师工作室、学生制作功能室

和剔墨纱灯木工、雕工、漆工实训室

等。2021年，学校新成立了专门针对

剔墨纱灯学习的工艺美术班。

学 校 聘 请 非 遗 技 艺 传 承 人 来

校任教。张文泉针对中职生的特

点创编出一套深受学生喜爱的课

程 。 同 时 ，学 校 在 纱 灯 灯 骨 的 材

质、外观造型、图案题材等方面创

新，如结合 3D 打印技术改良支架

材质，解决传统木质纱灯容易腐烂

的问题；结合现代的审美情趣，设

计新颖的纱灯造型；开发剔墨纱灯

主题文创产品，满足不同年龄、不

同文化人群的需求。

学校始终坚持“活态传承”的理

念，结合本地产业特点和经济发展对

人才需求情况，从培养本地急需人才

和特殊技艺传承人才入手，采用“中

国特色学徒制”，打破传统一对一的

师带徒形式，突破了技艺人才培养的

瓶颈。

同时，为了让这门手艺“活下

来”，学校秉持“传承活态非遗，融入

民众生活”的理念，鼓励学生积极参

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让非遗文化

走出校园，进入社区，融入千家万户

的日常生活之中，“见人、见物、见生

活”，让民众真实感受非遗魅力，了

解非遗价值，激发非遗兴趣，热爱非

遗文化。

在学校不懈努力下，剔墨纱灯技

艺不但“活”了，还被发扬光大，成为

安徽省的文化名片之一。

实践育人新路径
用非遗打磨“学生心性”

传 统 工 艺 要 求 制 作 者 必 须 有

耐 心 和 恒 心 ，具 备 吃 苦 耐 劳 的 品

质 ，而 中 职 学 校 的 学 生 大 多 缺 乏

这些品质。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 任 务 ，学 校 在 党 总 支 书 记 陈 斌

的 带 领 下 ，积 极 探 索“ 行 动 性 德

育”育人模式，开设品类丰富的社

团 课 ，让 学 生 根 据 自 己 的 兴 趣 爱

好 选 择 社 团 ，在“ 行 动 ”中 得 到 成

长 。“ 剔 墨 纱 灯 非 遗 传 承 社 团 ”便

是其中的代表。

张定有原本是一个令老师、家长

都头疼不已的学生。他脾气暴躁、行

为习惯差，经常违反校规校纪，连家长

都对他丧失了信心。进入芜湖电缆工

业学校后，他接触到剔墨纱灯课程，产

生了兴趣。起初，他只是抱着“玩一

玩”的心态报名参加了剔墨纱灯社

团。在张文泉的指导下，他的天赋逐

渐显现。但由于他行为习惯差，“静不

下来，坐不住”，缺乏恒心和毅力，学

习效果并不好。他也曾几度想退出

社团，但张文泉没有放弃他，而是在

传授纱灯技法的过程中着重进行德

育渗透，有意识地培养他良好的行为

习惯。纱灯的工序繁多、工艺复杂，

制作过程非常长，需要制作者有持之

以恒的定力。张文泉为张定有设立

目标，帮他“打磨心性”，让他慢慢学

会静下心来专注做一件事。渐渐地，

张定有坐了下来，心也沉静了下来，

整个人脱胎换骨。经过两年的学习，

张定有不但荣获了非遗技艺大赛全

国一等奖，还获得了中等职业教育国

家奖学金。

毕业后，张定有选择继续深造。

在大学期间，他表现优异，屡获好评，

被邀请留校任教。最近，在陈斌和张

文泉的邀请下，张定有作为剔墨纱灯

传承学生团长回到母校做讲座，他

说：“学习剔墨纱灯制作打磨了我的

心性，让我变得平和、专注，成为了一

个能立恒心、有恒志的人，也让我在

‘行动’中培养了传承传统文化艺术

的责任感。”

行 动 性 德 育 的 目 标 是 让 学 生

有良好品行、有一技之长、有一项

特长。这是陈斌的教育初心，也是

一粒种子，张定有就是这颗种子结

出的硕果之一。“行动性德育能较

好地解决制约中职学生德育工作

深入开展的瓶颈问题，行之有效且

易 于 操 作 和 迁 移 ，让 德 育 价 值 在

‘ 行 动 ’中 逐 步 显 现 ，以‘ 行 动 ’促

‘ 心 动 ’，全 面 提 升 学 生 的 综 合 素

养”，陈斌这样总结。

开拓发展新路径
使非遗技艺飞向远方

小小的纱灯承载着芜湖电缆工

业学校师生的“大梦想”，从校园启

航，飞向远方。

2019 年 9 月，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的小营员来到芜湖电缆工

业学校剔墨纱灯文化传承基地参

观。整个活动历时 3 个多小时，张

文泉全面深入讲解剔墨纱灯的历

史传承、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并

指导小营员体验剔墨纱灯制作的

全过程，让这些海外华侨子女了解

剔墨纱灯的历史传承，沉浸式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来自

美国的夏令营领队对精美的剔墨

纱灯赞不绝口，还想把这门课程搬

到大洋彼岸。

2020年，“无为剔墨纱灯”项目从

全国近 200所职业学校的 418个项目

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第二届“黄炎

培杯”中华职业教育非遗创新大赛的

最高奖项。

2023 年 6 月，剔墨纱灯作为安徽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参加了第

十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同年11月，剔墨纱灯又登

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亮相第四届

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潘鲁生曾给

出这样的评价：“芜湖电缆工业学校

很好地把握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

向，在剔墨纱灯这一非遗项目的传

承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

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走出了自己的

特色之路。”

（作者单位系芜湖电缆工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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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学校】推广职业学校的

先进办学经验，展示职业学校在人

才培养、学校治理、服务贡献、产教

融合、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文化传

承、职普融通、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优

秀成果。3500字左右。

【金牌专业】本栏目聚焦各级各

类职业技能大赛，从中发掘优秀职业

学校的“金牌专业”，展现专业建设亮

点，重点关注专业设置与调整、课程

体系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校企合作、创新创业

教育、以赛促教、国际合作与交流等

方面的成果。3500字左右。

邮箱：zgjsbzyjy@163.com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10-8229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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