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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美的教育，创生美的智慧 

黄兴学校  李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美

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对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没有美育的教育

是漫长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培训，终究无法实现对学生人格与修养的培育和完

善。所以，美育不仅是审美的教育，还是感受美和创造美的教育。 

我校是一所充满朝气、和谐包容，育美文化浓郁的九年一贯制学校。1990

年起走上美术特色发展道路，从“以美术为切入口，提高学生素质”到“美育育

美”，办学特色鲜明，已形成了独有的美育人文特色。学校始终追求以美为灵魂，

融崇善、求真为一体的“美的教育”。“美的教育”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将“美

育”贯穿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渗透在各个学科之中。学校在践行“融德育为心

灵之美，融智育为灵秀之美，融体育为健壮之美，融美育为和谐之美”的教育

过程中，夯实基础、稳步发展、创生智慧。 

一、融德育为心灵之美 

学校加强美育与德育的融合，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引领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陶冶情操。 

德育课程。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特点，在各个年段分设了不同的行规目标。

编撰的德育校本教材《育美导读》，成为学生行为规范的准则，让学生感悟“真、

善、美”，帮助学生规范自己的言行，健康成长；细化《育美导读》各章节的内

容，并按章节撰写实施教案，丰富和拓展活动载体，使之课程化。同时逐级深入

《育美导读》中的“导”，从认知层面的“倡导”和“教导”，到实践层面的“引

导”和“辅导”，再到落实评价层面的“互导”和“督导”，使学生在践行《育

美导读》的过程中有依据、能落实、有反馈，逐步让学生从“育美导读”走向“育

美导行”，逐渐提高育人目标的检测度和达成度。 

育德于行。结合校本德育课程《育美导读》、《一日生活准则绘本》，引导

学生学习规则、学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育美导读走向育美导行。“微画·微

话·微视频”的“三微”特色课程，通过“知（知晓）、诵（诵读）、绘（绘画）、

行（行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教育；黄兴

学校阳光少年卡通形象设计，学生们用自己的画笔绘出心目中学生形象；“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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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新风尚，学校通过让学生画垃圾分类标识的活动，让学生理清各项分类的

内容，成为垃圾分类的践行者。 

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开展情绪视频征集活动，让学生通过身边的小故事结合

卡通形象，制作生动有趣的微视频。其中六（3）中队制作的视频《孤独的小明》

荣获一等奖，并代表学校参加区级评比。另外，由心理教师制作的《胡萝卜成长

记》也入围区级优秀视频。5 月的心理健康教育月继续以情绪管理为主要内容，

开展“微情绪妙心情”系列活动。其中，“我的情绪脸谱”活动颇受同学欢迎。

大家通过绘脸谱，续故事，学习同伴之间表达和管理情绪的良好方式。“微画·微

话”绘本《我的情绪脸谱》应运而生。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代表区角逐市

级优秀组织奖；加强校外优秀场馆的学习时间活动，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等一批优秀场馆的育人功能。如游龙石文化馆，参观玻璃博物馆等，推进社

会实践教育。 

二、融智育为灵秀之美 

挖掘不同学科所蕴涵的丰富美育资源，如人文学科的美育功能，自然学科中

的美育价值，将相关学科的美育内容有机整合，发挥各个学科教师的优势，围绕

美育目标，形成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相互促进的育人合力。 

“馆校合作”项目。学校以“馆校合作”项目推进，教师积极参与“博老师”

培训，与自然博物馆合作开发课程，引领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发现问题，学会探究，

设计小课题，培养综合能力。如，带领学生走进场馆开展探究——韩樑老师的“植

物地理”课程继续与上海自然博物馆“馆校合作”课程衔接，在完善学校课程内

容的同时，利用博物馆资源带动更多学生提高兴趣，拓宽知识面；将“博物馆课

程”请进校园——“猫头鹰食丸”、“从地球到月球”、“宝石和矿物”等一场

场科普讲座既丰富了学生们的眼界，拓展知识面，激发对科学的兴趣，培养科学

素养。 

“创新实验室”项目。利用项目资源，开设《信息化物理 DIS》、《植物

的蒸腾作用》课程，这些课程的开展将进一步充实《趣味科学馆》课程体系，并

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充实课程内容。 

以“美育”为主题的跨学科教育教学和课外校外实践活动，激发学生潜力，

创生智慧，学生在市区各项创意比赛取得好成绩，如在政治教师张淑华老师的指

导下，有 2 名学生在区时政知识比赛中获奖，2 名学生在区小论文评比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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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人也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在第一届“海拉杯”上海理工大学智能制造创新

大赛“中学生论坛”上，裘熠老师指导八年级学生设计的“变形式磁悬浮汽车”

获得三等奖。韩樑老师指导七年级同学获得了天文知识竞赛三等奖。 

“教研联合体”项目。积极组织教师参与区域教研联合体项目，“引进来”、

“走出去”的研讨形式开阔了教师的眼界，拓宽了学生的学习渠道。如，我校主

办了联合体“化学达人赛”化学实验设计比赛；数学组组织学生参与“魅力数学”

活动展示，数学、思品、化学、英语等学科教师分别参与 “一日研修”活动；

英语、生命科学、地理等学科教师借助联合体丰富的教研模式和教研资源，参与

教学展示活动中；教师要参与联合体的微课制作比赛；参与“课堂观察”、“一

日研修活动”、“加强命题能力”、“学科活动”等主题研修活动；学校也为教

师专业发展拓宽资源，使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得到提升。 

三、融体育为健壮之美 

体育不仅让学生掌握运动技能，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获取相关运动技能

信息知识的本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自身运动技能的发展规律，开阔视野，启迪

思维，发扬勇于进取的精神。 

规范执行课程计划。确保“三课两操”的落实，充分调动学生体育锻炼的积

极性，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将“育美”文化融入到从阳光体育、健康身心的日

常体育活动中。11月召开“第二十一届”学生秋季运动会，比赛精彩纷呈，学

生参与度高，实践了“弘扬体育精神，提高身体素质”学校体育工作宗旨。在本

年度的体质健康测试达标工作中，我校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持续保持在 95%以上，

体质健康优良率在 35%以上。 

“初中体育多样化”课程改革试点。我校 2018学年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初

中体育多样化”课程改革试点校，开设的花样跳绳、空手道等四门课程，在六、

七年级全体学生中开展教学。12月，这四门课程向杨浦区全体体育教师进行教

学展示，获得市区专家领导一致好评。六七年级继续推进“体育多样化”教学，

七年级学生通过两年的课程学习，已基本掌握羽毛球、乒乓球、花样跳绳、空手

道等体育项目的基本技能。 

阳光体育大联赛。围绕阳光少年“身心健康”的要求，提高课间大活动的质

量，组织小型、多样的阳光体育大联赛活动，学生积极参与区域各类体育竞赛等

活动。开设各项适合学生兴趣的体育社团，并将积极组织学生报名参加市区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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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阳光体育大联赛活动。加强体育社团建设，在原有的乒乓、羽毛球社团的基

础上，新增足球、篮球社。加强初中小学桥牌项目的推动，积极参与市区级各项

比赛，为打造桥牌特色学校打好扎实的基础。在小学三年级，与区少体校合作，

开设射击课程。 

四、融美育为和谐之美 

学校积极探索将美术特色与学校德育、智育等相关教育教学活动的融合，引

领学生在美的熏陶下，发挥潜能，启发学生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美。 

美术类基础课程。发扬学校特色，发挥教师特长，创设素描、国画、风景速

写、色彩、创作指导等微课程，积极开展艺术基础型课程的校本化实施研究。目

前正在区域范围内推广。同时，朱凤娟老师参与上海市美术学科教育教学基地学

校“教学评价”组的研究工作，通过对现有中小学美术教学内容的梳理，为在艺

术基础型课程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发展提供了优秀样

例。 

在六、七、八年级开设，纳入课表，以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确保完成美术

特色的课程计划。学生能较为熟练掌握各种绘画技法，能通过自己的画笔表现，

创作出大量高质量的绘画作品，并且在市区各级比赛中屡屡获奖。 

拓展型选修课。开设学科类、艺术修养、科学技术、人文素养、体育活动等

板块，国画、篆刻、瓷刻、陶艺、麦秆画、航模、趣味实验馆等共 40多项课程，

学校已拥有本校教师自主开发的《素描》、《色彩》、《儿童画》、《儿童版画》、《风

景速写》、《学画花鸟画》、《篆刻》、《十字绣》、《创意布织布》等近十门校本教材，

校本国画教材《学画花鸟画》为区域共享课程。 

实践活动类课程。精心组织安排了讲座、参观、写生活动，拓展学生视野，

拓展学生视野，增长学生智慧。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聘请了工艺设计师王恩

达为学校瓷刻拓展课指导教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协委员矫健先生为书法指

导教师；非遗传人何超颖老师为麦秆画教师；携手高校资源，根据学校主题活动

需要，邀请大学教师来校指导，丰富学校的育美课程资源。艺术冬令营、夏令营

活动期间，邀请在艺术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亲自传授技艺，学生们在短暂的几天

内尽情畅游在艺术的海洋里，创作出更多的、精湛的艺术作品。 

在“融德育为心灵之美，融智育为灵秀之美，融体育为健壮之美，融美育为

和谐之美”的践行教育过程中，学校龙头课题《寓教于美，构建学校育美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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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探索与实践》突破学科本位和局限，整合各类课程，通过育美课程体系建设

推动学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注重学科育人，体现美育内涵，形成育美课程框

架体系。以美育为杆杆，以创造与智慧为目标，发展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

使育美文化真正成为学校全体师生的价值取向，使育美文化真正促进学生、教师

与学校的创造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