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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童的生命在艺术中浸润

【摘要】

我校坚持走特色办学之路，追求校有特色、教有特点、学有所长，努力创造条件，加强

艺术教育，提升学生艺术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健康快乐地生活。在艺术的熏陶

下，我们的学生更富有灵气，更富有高雅气质。

【关键词】艺术素养 以美启真 雅润心田

陶行知先生说过：“艺术的生活即是艺术的教育。”美丽的校园就像一个艺术的乐园，

让孩子们漫步在这艺术的花园里，在艺术中浸润，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不仅能提高他们对

美的感受力，而且能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

我校创办于 1915 年，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老校。近年来，学校逐步提炼了“以美启

真 雅润心田”的核心文化理念。这八个字的灵魂源于昆曲展现的艺术之美，启迪和追寻陶

行知教育之真谛，将“雅”的品行真正浸润，渗透到心中，奠定一生幸福的基础。以美启真

是以美的语言，美的行为，美的环境，美的昆曲艺术启迪智慧，学到真知，做一个真诚高尚

的人。雅润心田是将昆曲之雅浸润到每位师生的心中，从而拥有高雅的品行，让学生做文雅

之雅士，让教师做儒雅之雅师，让校园成为和雅之雅园。

一、关注文化表达，为学生艺术素养的塑造提供载体。

一走进校园，映入眼帘的是酷似昆曲人物笑脸的学校 LOGO，具有学校独特的文化意蕴

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昆曲人物的独特造型，既孕育着学校的核心文化理念“以美启真，雅

润心田”，也标志着学校艺术教育、素质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表达了学校塑造“雅真”人的

教育主张和教育理想。基座上的“1915”字样是学校创建的年份，基座与主体部分合二为一，

形象地喻示了孩子在校园里如幼苗般快乐、茁壮的成长，也彰显了学校教育在时间上的生长

性和空间上的伸展性，突显学校办学的活力。图形上部的三个小圆点，既是整体构图不可缺

少的部分，也蕴含着学校传承历史，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办国际视眼与本土文化交融的现

代学校。整个标志选取和谐、美观的紫色为主色调，不仅文雅大气，更展现了学校教育以为

人本，绿色发展，海纳百川的教育情怀。

校园环境的主色调、导视系统、卡通形象、校服、节旗节歌等设计，我们都是通过家委

会等形式，充分尊重家长和孩子们的意见。让孩子学会审美，懂得表达自己的意愿；让家长

参与学校管理，提升家校融合度，通过一件校服，一面校旗，一块导向牌……凝聚了家校合

力，这种力的构件中有沟通力、信任力、理解力、支持力。校园里，孩子们穿着自己喜欢的

校服，升起自己参与设计的校旗节旗，我们看到的都是自信饱满，以及对文化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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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设精美环境，为学生艺术素养的发展营造氛围。

校园环境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一门“隐性课程”。在

“以美启真 雅润心田”的核心文化理念下，学校构建了四大园景、九大公共空间和五大走

廊文化。四大园景：润雅园、齐贤园、尚美园、启真园；九大公共空间：春晖厅、拾趣斋、

兰韵轩、博弈屋、陶音苑、未来阁、手工坊、邮心驿、绿谷地。五大走廊文化：玉山之美、

昆曲之韵、雅师雅行、雅韵之堂、雅真之家。

学校的文化布置必须转变为儿童立场的“文化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让学校的文化贴

近师生生活。润雅园，继承历史的文化符号。建国前，在我校搭台演出昆剧引起了轰动。90

年代，小昆班演进中南海，又引起了轰动。昆曲已经成为我校文化之血脉，根据这一历史文

化元素，在校园中建设了“润雅园”景点，内设“昆声雅韵”戏曲小舞台，昆曲乐器图景介

绍，景点的圆路酷似昆曲表演中常用的头饰发簪；启真园，沿承办学的成长印记。将学陶师

陶的历程真实的展现在校园里，每天四问，雅真集等见证学校的成长历程；尚美园，设置了

五辆木轮车，取名是学富五车，里面摆着同学喜爱的图书，供同学们课间自主借阅。博弈屋

和启真园中有围棋、象棋的棋桌、棋具；手工坊是师生优秀的手工作品；邮心驿是同学们设

计的精美邮戳、邮品……置身期间，校园风景历历在目，仿佛来到艺术世界，褒美扬善，激

励奋进，令人感到赏心悦目，是学生人人参与共同营造主体性的艺术化校园。

三、重视国家课程，为学生艺术素养的形成奠定基础。

确保艺术教育课程落实。学校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开足开齐美术、音乐及其他艺术

类兴趣课，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和内容，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每周开设音乐课、美术课各 2

节，艺术兴趣活动 1 节，教导处统一安排教学内容和进度。艺术课程列入期末考查和毕业考

核科目，每学期都有成绩记录。为确保艺术课程落实到位，根据《课堂常规考核条例》，由

校长室、教导处对艺术课程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与教师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与此同时，采取召开学生座谈会和开展调查问卷等方式，及时了解艺术课程执行情况和课堂

教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整改。

优化艺术教育教学途径。音乐课堂教学以悦耳的乐曲，激情的歌声，丰满的琴声，器乐

的演奏、优美的舞姿贯穿教学全过程，学生边学、边唱、边舞，在愉快的气氛中学生感受艺

术熏陶。音乐课对学生来说，真是一种乐趣与享受。美术教学构建成范作欣赏，激情引趣；

技能传授，自主创作；学生评价，生生交流；再次感受，提高素养。这样的美术课，学生完

全沉浸在艺术感受中，接受艺术的熏陶，美化心灵。在实施课程中大胆实践，采用“激情—

—生趣——感悟——陶冶”的教学模式。以激发情趣为切入点，以增强小学生学艺的自信心

为支撑点，启迪学生主动学艺术的积极性，调动他们内在的艺术潜能，在情景中学习，激趣

引思，主动获取知识，实现小学生在艺术教学中的主体地位，陶冶情感，培养素养。

实现器乐进课堂显特色。器乐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创造能力、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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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能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校本着“以美冶德、以艺养性”的艺术教育理念，将“器

乐进课堂”定为学校的艺术特色项目，根据各年级学生年龄的差异，确定了不同的器乐种类：

低年级巴乌和电子钢琴，中年级巴乌，高年级口琴，各年级学生全员参与。学校领导、音乐

教师对此高度重视，共同努力，力求把“器乐进课堂”打造成为我校艺术教育的品牌课程。

“器乐进课堂”不仅为音乐教学增添了新的教学内容，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

调动学生参与音乐实践的积极性，而且对学生音乐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四、研发校本课程，为学生艺术素养的积淀提供可能。

课堂的源头在课程建设，我校追根溯源，在充分了解学生需求的基础上，研发多种艺术

类校本课程，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经历成为可能，不仅为学生的全面和个性化的发展提

供了保障，同时为学校特色的形成和魅力展现提供了平台。通过立足于学校教育资源与文化

构建，强调学校重点发展项目和亮点，我们编写了《走进昆曲》、《陶艺》、《手工》、《线

描》、《形体》、《围棋》等艺术校本课程，根据年级分层次，在一至六年级开设昆曲课；

在低年级开设围棋、形体课；在中年级开展昆歌教学；在高年级开设手工、陶艺课等。面向

全体学生，做到“二个 100%”、“三个落实”，即艺术校本课程开课率 100%，参与学生 100%；

落实教学计划，落实教学人员、落实教学时间。

通过多样化的校本课程研发与实施，承载我校办学理念，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为学生

艺术素养的积淀提供可能。

五、开展校园活动，为学生艺术素养的拓展增添活力。

每年五月、十一月，学校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有

校园课本剧比赛、校园十佳歌手评选、班班唱昆歌比赛、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器乐演奏

比赛、舞蹈比赛等。参加活动的选手经班级、年级层层选拔产生，既保证了学生人人参与，

也保证了艺术节的质量。在艺术节中，每个学生都从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孩子们不由自主

地喊出“我能行”，盛大的艺术节牵动着学生、家长、老师的心，学校就像一个欢乐的海洋。

实践证明，每年定期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既有利于施展学生的艺术才华，也有利于营造浓

郁的文化艺术氛围，更有利于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近几年，学校又增加了体育节、科技节、阅读节、槐花节等主题月活动；入学礼、成长

礼、毕业礼等典礼仪式。艺术节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新颖，琴棋书画，翰墨飘香，唱跳踢

打，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

六、组建艺术团队，为学生艺术素养的提升加码助力。

“小昆班”是学校的品牌艺术团队，创办于 1991 年，聘请省市剧团专业演员担任指导

老师，利用双休日和兴趣活动时间进行训练，目前共有小演员近 40 名。在各级领导关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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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昆班全体小演员的共同努力下，小昆班成立二十多年来，演出不断，参赛不止，获得了

丰硕的成果。2003 年，学校小昆班被江苏省文化厅命名为首批特色团队。

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为了能使更多的同学得到艺术的熏陶，满足不同层

次学生的需要，学校设立了校级、年级和班级的“三级兴趣活动”。学校层面开设了古筝、

笛子、笙、扬琴、中阮、琵琶、大提琴、唢呐、昆曲、合唱、书法、手工、陶艺、鼓号等等

十几个艺术类校级兴趣小组，选拔有一技之长的学生参加兴趣小组活动，聘请校内外专家进

行指导。年级层面，低年级学生侧重练习巴乌、围棋、形体，中年级侧重学唱昆曲、昆歌，

高年级学生侧重练习口琴演奏、陶艺制作、手工 DIY，确保每一位学生至少掌握 1-2 项艺术

表演技能。班级层面，以班为单位，教导处根据学生年龄特点，组织开展每学期主题艺术兴

趣小组活动，有刮画、书法、幻想画、剪纸、折纸、篆刻、泥工、简笔画等，确保每个学生

至少参加一个艺术兴趣小组活动。全校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

特长，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结出了累累硕果。

七、实施多维评价，为学生艺术素养的培植提供见证。

学校着力构建“品雅、心雅、智雅、艺雅、行雅”五大课程体系，从言谈举止、身心发

展、知识学习，能力提升以及艺术修养等多方面努力培养全面发展、一专多能的雅真少年。

“五雅”课程目标更全面，内容更多元，操作更科学，评价更灵动。看，孩子们在艺雅课程

中人人掌握五个能：能唱一首昆歌，能奏一种乐器，能做一件手工艺；能演一则课本剧，能

画一幅儿童画；在心雅课程中个个秀出五个会：会下一种棋，会打一种球，会做一套操，会

跳一种绳，会踢一种毽；在品雅课程中拥有优雅的仪表、有节的谈吐、文明的举止和阳光的

面容，在智雅课程中学会认真的书写、积极的思考、敏睿的观察和耐心的倾听，在行雅课程

中体验有效的行动、担当的勇气 、国际的视野和创新的精神。学校两年对学生进行“五能

五会”能力考核。每学期开展“雅真少年”争章活动，“雅真少年行动手册”人手一册，老

师、家长、同学共同点赞，品雅章、心雅章、智雅章、艺雅章、行雅章呈现精彩，具有“五

雅”特质的雅真少年正在蓬勃成长。

“五雅”课程的大艺术教育体系，催生了至真至雅的校园文化生活，提高了学生文化艺

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培养了品行，发展了个性，开发了潜力，为学生的幸福一生奠基。

八、开展课题研究，为学生艺术素养的完善引领方向。

我校 1991 年创办“小昆班”，开始了“昆曲进校园”的实践活动，在探索非物质文化

遗产继承方面走在全省中小学的前列。作为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被省教育厅指定为全国教

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的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唯一实验学校。

通过对传承昆曲艺术，开展“特色文化”综合实践活动；普及昆曲艺术，开发“走进昆曲”

校本课程；沐浴昆曲艺术，培育“雅真”精神文化；彰显昆曲元素，构建“和雅校园”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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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等方面研究。开拓一条全新的传统文化传承之路，把传承昆曲文化和学校人文教育有机

结合起来，使学校的人文特色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和厚重的生命力；通过昆曲进校园的

实践活动，帮助学生认识、喜爱和传承昆山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及地方戏曲，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同时，通过学生带动家长、带动社会共同传承昆曲艺术，培养一批昆曲艺术的喜爱

者、欣赏者、表演者，为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奠定基础。为学生一生的全面均衡发展，

较高的艺术素养完善而引领方向，提升学校办学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