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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陶课上捏出一个个充满创意的摆

件，孩子们的创造力被唤醒；

在黄桷树下，师生伴着微风哼唱童谣，感

受旋律的美妙；

在“线上+线下”融合课堂，山里娃通过

大屏幕与城市学生共上一堂音乐课……

这些场景，得益于重庆市巴南区“让艺术

扮靓人生”的美育理念。近年来，巴南区在课

程、师资、管理三方面聚焦发力，深入实施美

育课程改革，不断完善美育工作机制，着力提

升美育教师素质，以美化人，将一颗颗美的种

子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灵。

一校一品
打磨近600种特色课程

“同学们，把眼睛闭上，仔细回想自己最

喜爱的动物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征？具体

是什么形状？”

巴南区鱼洞第二小学泥陶课工作坊里，

在老师沈锐的引导下，一只只萌趣的小动物

在孩子们手中成形。

“闭着眼睛玩泥巴也叫‘盲塑’，离开了视

觉的辅助效应，对手脑协调能力提升很有帮

助。”沈锐说，“为了上好这门课，我学了心理

学、色彩学。”

泥陶课是学校的招牌课程。“班上有 20
余件作品被中国雕塑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

荣昌陶博物馆等永久收藏。”说起这些，沈锐

颇为自豪。

不仅鱼洞第二小学有特色泥陶课，在巴

南区，许多学校都有独特的美育课。巴南中

学的陶艺、鱼洞第四小学的综合材料制作、惠

民小学的版画、南湖小学的刮蜡画、花溪中学

的葫芦丝、重庆市实验中学的梆鼓舞、花溪小

学的合唱、木洞小学的木洞山歌……巴南区

已建成 30 所区级、11 所市级艺术特色学校。

巴南区教委主任唐泽奎说：“目前全区已实现

‘一校一品’，各有特色的课程，推动了学校美

育工作的改革发展。”

“如何避免同质化，是在‘一校一品’建设

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重庆市高等教育学

会高校美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郭昕说，“以

‘名师工作室’为引领，开展特色化授课，能充

分发挥优秀教师的自主性。”

“一校一品”的背后，是教师的匠心。

前些年，沈锐利用暑假上了为期一周的

少儿泥陶公益培训，她特意带上 4 岁的女儿

一起上课。“农村学校开展美术教育面临不少

困难。”沈锐曾在乡村学校工作，“一旦更换老

师，课程往往面临中断。”

“为解决师资力量不足导致美育课程难

以为继等问题，我们鼓励学校推行‘名师工

程’，以‘名师工作室’为引领，积极研发课程、

开发教材。”唐泽奎说。

随着“名师工程”推进，一批教师成为区

级艺术“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沈锐就是巴南

区小学美术“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购置相机、

添置灯光、布置展台……利用假期，沈锐完成

了泥塑校本课程的视频编辑和制作，可供其

他教师教学使用。

目前，巴南区各学校共开发了近 600 种

校本课程，其中共有 30 多个学校的 150 余个

特色课程被评为国家级、市级精品课程。

以城带乡
艺术学科教师结对帮扶

一天午后，3 名老师和一个班级的学生，

将教室“搬”到了校园内的黄桷树下。

“ 小 猫 遇 见 大 老 虎 ，摇 头 摆 尾 装 师 傅

……”同学们闭上眼睛认真听歌。老师问：

“你们还听到了什么声音？”“鸟叫”“有 3 只”

“ 不 ，很 多 只 ”“ 还 有 鸟 儿 挥 动 翅 膀 的 声

音”……孩子们争先恐后回答。

这堂别具特色的音乐课，是巴南区音乐

教研员周丽娟和鱼洞第四小学骨干教师团

队，与巴南区界石小学音乐教师易高东一同

磨课的结果。

地处重庆主城的巴南区，有 45%的中小

学分布在山区乡镇。为此，巴南区开展艺术

学科结对帮扶，10 个中小学教育集团 24 所学

校、4 个初中学区 22 所学校、10 个小学学区

65 所学校合作共建，促进区域内城乡美育均

衡协调发展。

密密麻麻的听课记录、无数次的理念碰

撞、一遍遍的试讲复盘，为了上好音乐课，易

高东和结对团队反复打磨，最终选择歌曲《猫

虎歌》作为音乐课的内容。

怎么讲课？“二年级孩子较小，要从生活、

感 受 和 兴 趣 入 手 ，让 学 生 在 情 境 中 感 知 音

乐。”老师们达成了一致。

据介绍，界石小学共 2885 名学生，仅有 9
名艺术教师。如今，鱼洞第四小学作为指导

学校，面向界石小学开放师资培训、学区教研

等，3 年来两校开展师资共培活动 15 场，培训

教师 207 人次。

“在师资队伍上，我们实施以城带乡学区

制，推动城乡音乐、美术教师互派、走教，近年

来城乡美育教师年均交流 50 余人次。”唐泽

奎说：“农村专兼职美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

了显著提升，多名美育教师在全市赛课活动

中获得一等奖。”

因材施教
艺术教育没有标准答案

“姜启帆同学可以在美术课上画漫画！”

打开鱼洞第四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姜启

帆的笔记本，一行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原来，一次课上，美术教师石琪发现姜启

帆 将 脑 袋 埋 在 桌 子 下 ，走 近 才 发 现 是 在 画

画。看到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石琪不仅

没有批评，还指导他开始漫画创作，如今姜启

帆已有厚厚一摞原创作品。

“这幅漫画画得真好，应该积分。”石琪一

边说着，一边将姜启帆的画作拍照上传。鱼

洞第四小学有一个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记录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美育素养培养的点

滴。点击积分小程序，进入姜启帆的页面，他

已经获得了不少分数。

走进校园内的“积分银行”，架子上摆放

着课外书、笔记本等各色物品，下方有相应的

积分标价。“还有别的奖励，比如与自己最喜

欢的老师合影、点播一首喜欢的歌等。”三年

级的董婉如说。

“积分只有老师和家长可见，不是为了排

名，而是鼓励孩子全面发展。”鱼洞第四小学

校长龚胜利说，“教育质量不能仅以分数来评

价，我们想通过这一方式，让老师和家长更重

视美育。”

“艺术教育没有标准答案。”郭昕说，“这

种评价系统鼓励孩子在艺术的氛围里自由

生长，联想与创造，开拓与创新，回归艺术教

育的初心。”

唐泽奎说：“近年来，巴南区出台中小学

美育改革和发展行动计划，制发关于区级艺

术素质测评等近 10 个专门文件，健全学生艺

术素质测评、学校艺术工作自评和艺术教育

年度发展报告三级考评制度，纳入学校督导

评估考核。”

“将美育‘种’进校园，下一步我们将打造

区级智慧美育艺术素质测评服务云平台，完

善学生测评系统、学生成长档案系统、教师评

价系统、教育管理系统，为孩子的全面发展保

驾护航。”唐泽奎说。

图为鱼洞第四小学艺术节上，学生们在

画画。

鱼洞第四小学供图

开发特色课程、城乡结对帮扶，重庆市巴南区完善美育工作机制

成长之路，与“美”同行
本报记者 王欣悦

挖 掘 特 色 ，打 磨 近
600 种特色课程；结对帮
扶，城乡学校资源共享；综
合评价，学生的爱好得到
充分鼓励……近年来，重
庆市巴南区在课程、师资、
管理三方面发力，以美化
人，将美的种子播撒进孩
子们的心灵深处，让艺术
添彩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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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座连体窑，两窑相

通，不仅可以一次烧制更多汝瓷，

窑温也更均匀，出品更好。”在河

南 省 宝 丰 县 汝 官 窑 遗 址 展 示 馆

里，宝丰县清凉寺村村支书王学

锋指着一处连体窑遗址说。

汝瓷，以其独特的釉色闻名于

世。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曾入选200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产业新旧

转换、汝官窑遗址被逐步发现，当地

村民开始重新认识这些在地里发现

的汝瓷残片，做起汝瓷产业。

选土、沉泥、素烧、釉烧……

走进汝官窑遗址展示馆，可以看

到 宋 代 官 窑 烧 制 汝 瓷 的 精 细 流

程。通过对遗址的研究学习、对

残片的分析还原，村民重新摸索

传统汝瓷烧制技艺。2019 年，清

凉寺村已拥有汝瓷烧制研发企业

12 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 1 人，

省级非遗传承人 4 人。

文化孕育产业，产业赋能文

化。天青色、粉青色等古籍记载

的汝瓷名色被逐一还原，玛瑙入

釉等汝瓷烧制的独家技艺也得以

“复活”。清凉寺村的汝瓷产业一

度欣欣向荣。

然而随着发展，一些问题也

开始出现。“我们这里的汝瓷卖得

很好，结果大伙一拥而上，争着打

价格战，整体品质也上不去。”王

学锋说，这影响到清凉寺村汝瓷产业的健康发展。

2020 年 9 月，在上级文旅部门和县委、县政府支持下，清

凉寺村开始建设省级乡村文化合作社试点，其中就有汝瓷文

化合作社。“合作社统筹管理、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品牌、统一

销售、统一宣传，避免过度竞争的同时，还能提高全村的汝瓷

烧制水平和经济效益。”王学锋说。

村里的非遗传承人带头加入了汝瓷文化合作社，并向社

员传授汝瓷烧制技艺，其他村民也纷纷加入。合作社整合县

乡村三级资金，通过专场培训集中学、合作社成员相互学、文

化走亲交流学等形式，提高社员的烧制技艺，同时，统一品牌、

管理和烧制标准，提高清凉寺汝瓷的市场竞争力，清凉寺村汝

瓷产业的产值不断提升。

村集体用积累的资金支持当地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同时也利用这笔资金开展文艺演出、阅读推广等“点单式”文

化服务，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好的探索引来不少关注。来自白石坡村、韩庄村等的 10
多家汝窑企业和作坊先后加入文化合作社，推动宝丰县大营

镇汝瓷企业和作坊由 106 家发展到 154 家，从业人数从 600 多

人发展到 1500 多人，产值从 9000 万元增加到 2 亿多元。

“汝瓷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汝瓷文化合作

社的发展既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也有利于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宝丰县委书记王代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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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9日电 （记者杨昊）以“奋进新征程 做

好接班人”为主题的第三十一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

育活动 18 日在京启动。

本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将在各地中小学

生中开展家庭亲子阅读、校园主题宣讲、新时代伟大成就调

研、红色经典读书实践等“阅读+实践”特色活动，旨在推进家

校社协同育人，助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让爱国主义精神

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以讲故事的方式让孩子们喜欢

读、有收获”“在学习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启动

式上，专家、家长、学生等讲述阅读故事、分享经验和体会。

据悉，由全国妇联主办的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

活动已持续开展 30 年，累计服务青少年读者近 10 亿人次。

第三十一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启动

本报杭州 7月 19日电 （记者江南、窦瀚洋）日前，以“丝

路同行 互鉴共赢”为主题的“2023 丝绸之路周”活动在位于

浙江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启幕。

开幕式上，《2022 年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年报》发布，全

面记录、梳理 2022 年度世界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

主题展览、学术成果、文化事件四大板块的十大榜单。

“丝绸之路周”期间，两大主题展览亮相：“文明大观：丝绸

之路上的敦煌”创新设置古敦煌治理、敦煌与浙江板块，参展

一级文物达 30 多件/套，包含众多国宝级文物，多数文物为首

次在浙江展出；主宾国匈牙利推出“丝路绮粲：16—17 世纪匈

牙利艾斯特哈兹家族丝绸服饰展”，展品包括丝绸服饰、波斯

挂毯等共计 34 套/件，均为首次来到中国展出。

“2023丝绸之路周”活动举行

本报天津 7月 19日电 （记者李家鼎）18 日，由科技部指

导、科技部火炬中心和天津市科技局主办、国家合成生物技术

创新中心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创新挑战赛生物制造技术专题赛

在天津启动。

本次专题赛将围绕生物制造领域的企业技术需求，开展

“张榜出题”“揭榜答题”竞赛活动，主要以应用领域分为食品

制造、医药制造、材料制造和未来基石 4 个赛道。本次专题赛

特别设置了“生物制造阈值挑战赛”单元，旨在通过挑战赛，凝

聚力量，协同攻关，加速生物制造技术的原创理论突破和产业

化应用，推动生物经济快速发展。

大赛的企业需求征集将持续到 8 月 15 日，启动仪式后将

陆续发榜。全国揭榜队伍准备解决方案先参加 9 月组织的赛

道赛，评选出的优秀方案将参加 10 月举行的现场赛。

中国创新挑战赛生物制造技术专题赛启动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曹雪盟

日前，中国国家版本

馆中央总馆库房里，工作

人员正在将老版本按编号

上 架 ，永 久 保 藏 ，赓 续 文

脉。据悉，今年中国国家

版本馆将完成 200 万册老

版本的整理上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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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致俭遇事喜欢追根刨底。弹古琴、做

古琴、研究古琴，为了自己的“古琴梦”，50岁的

中央民族乐团演奏员、上海市非遗古琴斫制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杨致俭，一“追”就是数十载。

“ 琴 瑟 在 御 ，莫 不 静 好 ”“ 独 坐 幽 篁 里 ，

弹琴复长啸”……古琴，自古便是中国传统

风 雅 文 化 的 代 表 。 受 父 亲 影 响 ，幼 年 时 杨

致 俭 就 接 触 到 很 多 不 同 门 类 的 传 统 艺 术 ：

书法、绘画、篆刻、笛箫……在当时的上海，

古 琴 爱 好 者 寥 寥 ，他 却 对 这 个 冷 门 的 乐 器

情有独钟。

右手拨弹琴弦、左手按弦取音，师承古琴

名师，杨致俭的古琴弹奏技艺进步很快。古

琴弹奏，在于“寻味”，更在于“寻根”。“弹古

琴，韵味比技巧更重要。”杨致俭说，“通过琴

声，我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和审

美的理解。”

技巧易习，好琴难得。“好琴数量少，一般

的琴又难以满足演奏需要。”杨致俭说。于

是，他琢磨起自己亲手斫琴。为此，杨致俭走

南闯北，寻访良木、讨教大漆技艺、寻访传世

名琴。

2017 年 ，故 宫 博 物 院 规 划 建 设 古 琴 馆

（钟 粹 宫），杨 致 俭 参 与 筹 划 。 古 琴 历 史 悠

久，但老琴并不多见，造型音色俱佳、传承有

序的老琴更寥若晨星。故宫博物院藏的历

代古琴正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复原制作刻不

容缓。

“选材良，用意深。五百年，有正音。”木

料选材、木坯装配、琴坯裱布、灰胎工序、琴徽

安装、配件安装……一张张古琴，在杨致俭的

细致打磨下，焕发光彩。

在北京的这几年，杨致俭也逐渐从一名

古琴演奏者、制作者，成为古琴文化研究者，

完成明代 36 段全本《秋鸿》琴曲的打谱、参与

筹备故宫古琴展览“大圣遗音——故宫博物

院古琴文化展”。

为了更好传播古琴文化，杨致俭一面深

耕书斋，一面积极接触新技术新手段，让古琴

触达更多人。

水波荡漾之秋，众雁振翅高飞，声声琴音

起，旋律苍雄浑朴。2021 年腾云峰会上，杨

致俭抚琴演奏《秋鸿》，图谱册中的大雁，和着

琴声，以动态水墨的形式，在屏幕上展翅飞

翔，令观众沉浸其中。

“希望通过‘数字化技术+古琴’的方式，

以 更 现 代 的 呈 现 形 式 ，带 大 家 走 近 古 琴 艺

术。”杨致俭说。闲暇之余，他还录制短视频，

向公众普及古琴名曲、传统制琴工艺。

“ 让 古 琴 之 声 、古 韵 之 美 走 进 千 家 万

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杨致俭说，“但我

会 一 直 坚 持 走 下 去 ，用 传 统 乐 器 奏 响 当 代

新意。”

（牛允一参与采写）

中央民族乐团演奏员杨致俭——

让更多人走近古琴艺术
本报记者 陈世涵

■为梦想奔跑R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