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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通讯 /

! ! ! !苏霍姆林斯基说!“美是一种心
灵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良心纯
洁、情感和信念端正。”纵观古今，古
代教育家和思想家对人的美育都很
重视，近代更是越来越重视美育对
人格的塑造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立德树人”
“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
文素养”的要求，强调了美育在育人
方面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作用。长宁
中学贯彻“美育教化人生”的理念，
将经典与美术结合进入课堂，绘出
靓丽的风景线。
上海市长宁中学原名上海市私

立奉化中学，创建于 "#$%年，是蒋
纬国先生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资建
立的。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前辈题词
“奉教化而长宁”，不仅巧妙地展现
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寄予了
前辈钟情教育、信奉教化、希望学生
在长久宁静的校园氛围中健康学习
与成长的心愿。

继承传统理念
创新美育课程

建校之初，前辈们提出“提倡教
育，作育英才”的办学理念，希望通
过教育培育人才，达到教育救国、强
国的目的。进入新时代后，学校秉传
统理念，更注重培养适应时代发展，
富有个性特长的新型人才。
上世纪 &'年代开始，学校就在

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探
索美术特色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美
术教学课程和教学经验。在社会上
普遍强调分数、追求文凭的大背景
下，长宁中学拓宽思路，放眼长远，
始终坚持“为了每一个学生的明天”

的教育理念，根据本校学生的知识
和文化背景，建设包括“典、书、画、
印、染、塑、剪”等形式的“书画坊”校
本课程，重点推动扎染、版画、篆刻、
书法等传统课程，培养学生发现美、
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引导学生培养富有高尚
情趣的人生梦想，走出了一条“拓展
美育、传承经典”的独特道路。

美育唤醒梦想
才艺改变人生

学校将美育与德育教育、学科教
育结合，学生通过动手实践、动脑思
考，融会贯通，提高学习积极性、主动
性、自主性、创造性，引导学生发现潜
能、唤醒梦想、规划人生。在 (')*年
的一次全校调查中，梦想成为艺术工
作者和设计师的学生分别占学生总
数的 *)+和 "&+，均高于区德育室
对全区学生的同项统计值。据不完全

统计，已有近 "'+的毕业生走上与美
术专业相关的事业之路。

小 ,是个来自山里的孩子，小
学没有学过美术，英语也不好。刚来
长宁中学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通过丰富多彩的美术课程的学习和
实践，她不仅学习了美术技能，提高
了对美的认识，还通过实践体验到
快乐，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用
她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书呆子变成
了一个懂得美的人”。重拾自信，也
使她的英语成绩逐步提高。她希望
美术能伴随她的整个人生。

小 - 的母亲看中城隍庙内的
一个店面，可是又不知道经营什么。
小 -学了扎染后，对扎染极为感兴
趣，他发现城隍庙里没有卖扎染品
的店铺，便建议母亲卖扎染制品，并
亲自向学校特约扎染指导教师上海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王小音教授打
听何处有扎染制品批发，令王教授
对他刮目相看。

吸引外来交流
弘扬传统文化

俗话说“墙内开花墙外香”，长
宁中学独特的美育课程不仅深受学
生的喜爱、家长赞赏，也吸引了海外
大学教育工作者前来参观交流。
今年 $月，澳大利亚堪培拉大

学二度派遣教育代表团到访长宁中
学。学校专门为他们展示了美术拓
展课，在扎染作坊里，外宾们的目光
立刻被那些铺展在教室里的扎染作
品所吸引。经染色后的花布色彩丰
富，图样奇特，美丽异常。这是王小
音教授定期来校上课指导学生创作
而成的。王教授教会学生的不仅是
工艺步骤和不同的扎染技法，更教
会了学生自行想象、设计扎染图案，
培养了他们主动思索与积极动手的
创新能力，他们已经能独立创作了。
外宾们与学生坐在一起动手实

践，学生们用简单的英语和手势，告
诉来宾要先发挥想象设计图案，然后
折叠捆扎白布，这是最考验想象能力
的环节，来宾们一边动手，一边接受
学生们的指导，笑声不断、其乐融融。
版画课程同样给来宾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学生们一边通过动画片
了解、识别一些象形文字的构字特
点，一边思考制版方案。经过一番思
索后，他们胸有成竹地循序渐进地
开始画、刻、印，创造属于自己的作
品。信心满满的学生喜欢采用难度
较大的木质刻版，而特立独行的学
生则舍弃锲刻法，转而使用废旧杂
志为材料，通过拼贴法来制版。

堪培拉大学教育代表团还与长
宁中学教师就教育热点进行了热烈
的探讨。代表团向苏晓明校长赠予了
“长宁中学和堪培拉大学结成专业
合作伙伴学校”的铭牌，希望双方能
开展长期的学习、交流活动，吸收他
国文化，弘扬本国传统。 言言

! ! ! !上海市光明中
学注重培养学生多
元发展，开展多样
的社会实践活动帮
助学生在实践中掌

握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促进学生实地考察能
力的发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能
力，实现小组合作、丰富课余生活、提升人文素
养。今年暑假，上海市光明中学高一年级 *)'名
学生，围绕“走进新农村，畅谈中国梦”开展“微
课题”研究活动，从“十八大”主题类、“三农”问
题类、生态环境类、公共服务类四个方面，调查
“新农村”的现状与发展。利用暑期学农、社会
实践等契机，学校为学生提供了解社会现象的
平台，引导学生将自身成长与祖国伟大复兴紧
密结合。
光明中学的同学们经过前期的文献资料查

阅和小组讨论会，带着课题和疑问，前往奉贤农
户家里进行走访和调查。农民们非常热情地接
待了大家，并且详细解答同学们的问题，介绍农
村目前的情况。
高一（)）班的何欣怡同学在研究课题《探究

新、老农村生活水平》时发现，“留守老人”与大
家想象中有很大不同，他们有稳定收入，有定期
旅游，儿女们每周也都回家探访，他们认为自己
现在很幸福。在走访农户前，同学们首先了解
了我国农民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并结合官
方数据，如《农民家庭现金收入来源结构》，精心

设计提纲对留守农村的老奶奶进行访谈，了解
了老人的家庭情况、经济来源以及幸福感。
同组的许依洁同学也谈道：“当我们聊得越

来越深入时，从农户奶奶的口中，我们发现社会
进步确实推动农村生活水平发展。生活有了补
贴，种地不再是主业，而是充实时间的劳动，也
有时间来照看自己的外甥和孙子生活，日渐幸
福。‘容易满足，才是幸福’，我们聊得很开心，采
访时处处都是笑声，爷爷奶奶们非常好相处，感
受到他们满满的正能量。”
经过学农的亲身体验，翻地、除草、搓草绳、

挑水等常见农活让学生们更加关注农村生活，
《农村与城市的幸福感指数对比》、《农村医疗保
障问题》、《农村基础设施调查》等都是同学们选
择的课题。经过走访、考察和问卷调查，同学们
最终以课题报告、照片和视频为载体展示了自
己的研究成果。
在“走进新农村，畅谈中国梦”活动中，同学们

不仅掌握了“微课题”的研究方法，更加培养了团
队合作能力，学会思
考问题和挖掘现象背
后的原因。同时，学生
们亲身体会了农村新
生活，感受农村的变
化，真正体会了“中国
梦”的伟大实践进程。
上海市光明中学教师
通讯员 崔文倩

艺术唤醒梦想 美育教化人生
———记上海市长宁中学的传统美育教学

! ! ! !新民晚报教育工作室“学生通讯员培养
计划”启动以来，得到来自上海中学、华师大
二附中、进才中学、上师大附中、大宁国际小
学等全市众多中小学的积极响应，短短两个
月内，收到了几千份报名资料。在对报名学生
的成绩、综合能力和创新潜力等进行严格考
评后，新民晚报教育工作室从中筛选出一支
两百多名的优秀学生代表队伍，作为“./"$年
上海市首批学生通讯员”培养对象。在接下来
的两周内，这支学生队伍将在专业媒体人的
带领下，经历一场奇妙的“旅行”。

走进场馆 实地体验
暑假已经进入尾声，新民晚报教育工作

室选出的“学生通讯员”们的“奇妙之旅”却才
刚刚揭开序幕。明天起将走进上海特色场馆，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接触新世界，吸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有着“科学影城”“生物万象”“地壳探秘”

“机器人世界”“宇航天地”等众多展区的科技
馆，有着“刑事侦察”“治安”“交通”“消防”等
各类场馆的公安博物馆，机器滚动、油墨飘
香的印刷厂，文人聚集、奔走在新闻事业前
线的“记者之家”———报业集团大厦……这
些地方均已准备好敞开怀抱，等待“学生通
讯员”们来探索与发现。

走近媒体 现学现卖
在两周的实践活动中，新民晚报教育工

作室还邀请了报社专业文字记者和摄影记
者对“学生通讯员”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培
训。培训内容分为“专业特训”“技能指导”
“实战模拟”等板块。记者们将在现场亲自
传授关于新闻写作、摄影等方面的知识和
经验。“学生通讯员”们在学到关于前期策
划、选题立意、文稿要领、拍摄角度或捕捉
技能等专业知识后，还有机会将自己学习
的成果通过一篇新闻稿、一张新闻照、一段
采访视频，甚或一份活动策划文案等展示
出来，当场接受记者们和其他“学生通讯
员”们的评价。

走出校园 拓展视野
这支“学生通讯员”队伍中，不少人在学

校已经有过自办校报校刊等“传媒”经验。此
次，他们将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走出校园，
拓展视野。顺利完成“学生通讯员”培养计划
的学生还将获得相关“荣誉证书”，给这次奇
妙的“旅行”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此次没有
入选培养计划的学生也不必气馁。今年暑假
只是一个开始，新民晚报教育工作室会继续
扩大上海市校园通讯站优秀“学生通讯员”
队伍，同时会建立一支综合能力强的“教师
通讯员”队伍。感兴趣的学校及个人均可通
过电话 （0.1.).*$） 或 2 34567 （邮箱：
89:;<;=>>?@A4）、“上海第一教育”微信（微
信号：BC-DED）联系我们。

新民晚报教育工作室 陈乐

走进新农村 畅谈中国梦
———上海市光明中学“微课题”研究活动

“新民晚报学生通讯员”培养计划
明正式启动

!代表团教育专家与孩子一同设计扎染图案 !孩子们展示自己的扎染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