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有成法 胸有成“竹”

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附属初中结合STEAM教育理念，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道明竹编”引入课堂，以“竹子变形记”为
主题，按照工程设计流程开展项目式学习，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实现五育并举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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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见故事

□ 陕昌群 吴艳萍

在一个阳光明

媚的下午，学生小蔡

坐在教室里，满怀好

奇地注视着我。作

为他的音乐老师，我

正准备介绍一些音

乐的基本概念。

“你知道音乐是

什么吗？”我微笑着

问道。小蔡挠了挠

头说：“我知道，音乐

就是好听的声音。”

我笑了起来。这个

回答虽然简单，但也

触 及 了 音 乐 的 本

质。我进一步解释

说：“是的，音乐是由

各种‘好听’的声音

组成的。这些声音

有高有低、有快有

慢，它们组合在一

起，形成了我们听到

的旋律。”

为了让小蔡更

好地理解音乐的概

念，我拿起一根木

棒，敲出了几个不同的音符让小

蔡听。他全神贯注地倾听，努力

分 辨 这 些 音 符 的 区 别 。 不 久 之

后，小蔡就能够准确地说出这些

音符的名称，并能与我一起敲出

简单的旋律。我满意地点点头，

接下来开始教他如何数节拍。我

告诉小蔡：“每个乐曲都有自己的

节奏，就像我们的心跳一样，我们

可以通过数拍子来把握音乐的速

度和节奏。”小蔡很聪明，很快就

学会了数节拍。

“你能尝试用身体来感受音乐

的节奏吗？比如，通过敲击桌子、

跺脚等方式。”听了我的建议，小蔡

兴致勃勃地跟我一起，一边数着拍

子，一边用身体动作表达他对音乐

的感受。他的小手有节奏地敲打

着桌子，小脚也随着音乐的节奏跺

了起来。

随后，我为小蔡播放了古典音

乐、流行歌曲、民谣等不同类型的乐

曲，让他体会乐曲之间的差异。“你

更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我问道。

小蔡沉默片刻后说：“我都喜欢，但

我觉得流行歌曲似乎更触动我的

心。”确实，流行歌曲的明快节奏很

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我赞许地点点

头：“很好，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

在。每种类型的音乐都有其独特的

表达方式和情感，我们要学会欣赏

不同类型的音乐，并从中感受到其

中包含的情感和寓意。”我鼓励小蔡

继续探索更多类型的音乐。

为了进一步扩宽小蔡的音乐

视野，我开始将舞蹈、戏剧、影视等

元素融入教学中。我让小蔡观赏

音乐剧表演和音乐影片，使他体验

到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紧密联

系。我始终秉持渐进式的教学方

法，逐步引导小蔡探索音乐的奥

秘，从基础的音符和节奏入手，逐

渐深入更复杂的乐理知识和演奏

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小蔡还进

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互动游

戏。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我弹奏一

段旋律，小蔡需要用语言描述音乐

所表达的情感。“这段音乐表达了

什么样的情感？”小蔡认真思考了

一下，然后回答：“这段音乐表达了

快乐和愉悦的情感。”“非常好！”我

赞扬道，“那么，我们再来试试更复

杂的曲子吧。”

我弹奏了一首古典名曲《月光

奏鸣曲》，这首曲子有着优美的旋

律和丰富的情感内涵，对于小蔡这

个 年 龄 的 学 生 来 说 可 能 有 些 难

度。小蔡听完，一脸迷茫地看着

我。“没关系，我们多听几遍，再反

复回味一下。”我微笑着回答。后

来，小蔡找到我，说出了他心中的

感受：“这首曲子表达了悲伤和思

念的情感，让我想到在月光照耀下

思念远方亲人的情景。”

小蔡只是众多学生的一个缩

影。音乐启蒙教育不仅培养了学

生对音乐的兴趣与理解，还帮助他

们 构 建 了 跨 学 科 的 艺 术 综 合 素

养。我相信，通过音乐启蒙教育，

更多学生能在艺术的海洋中畅游，

享受知识的乐趣，不断提升自己的

艺术修养。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邑县师

范附属小学）

发现美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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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土时便有节，乃凌云处尚虚

心，竹子寄托着中国人对高尚情操与

美好品行的向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代表意象。崇州多竹，崇尚竹文

化，孕育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道明竹编”。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

学附属初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早在

两年前就开设了竹编课程，并专门邀

请竹编非遗传承人到校指导学生学

习简单的竹编技法，但教师发现这种

粗线条的教学方式存在形式单一，重

技艺、轻文化等问题，使学生在课堂

上只能了解到浅层次的竹编技法，缺

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深入的认

知，至于传承就更无从谈起了。偶然

的机会，学校受到 STEAM 教育理念

的启发，决定尝试用 STEAM 课程形

式开展以“竹子变形记”为主题的项

目式学习。

调研
在实践中解决真实问题

STEAM 课程特别重视项目前期

的调研。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实

地走访崇州竹编工坊或上网查阅相

关资料，对道明竹编的背景知识进行

了充分调研。有的学生分享了道明

竹编的历史：据《华阳国志》记载，早

在 2000 多年前，道明人就已经开始

制作竹器了，2014年道明竹编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有的学生介绍了道明竹编的原

材料：多为崇州当地生长了 3 年左右

的慈竹，这种竹节长、质细、富有弹

性、可多层剥离，不易折断，是竹编的

上佳原材料。还有的学生比较了国

内外竹制品的价格，发现国外的竹制

品不但备受青睐，而且价格比国内昂

贵许多，设想“如果将家乡的竹制品

远销海外，肯定能让竹编匠人富裕起

来，从而吸引更多人接触竹编文化、

传承竹编技艺”。

除了背景调研，市场调研的作用

也不容忽视。通过市场调研，学生能

了解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职

业人群的真实需求，为后期作品的设

计制作提供依据，以免闭门造车。

在调研前，学生积极学习沟通技

巧，设计调查问卷，教师还扮演路人

配合学生开展模拟调研。

尽管准备充分，但在“实战”中学

生还是遇到了挑战——“大街上那么

多人，我不知道该先问谁，也不敢开

口……”有的学生犯了难，始终不能

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怎么办？学生自发组织集体讨

论，商议后决定先与比较和蔼的老

年人沟通。这个办法还真管用。几

位受访的老人都耐心细致地回答了

学生的问题。有了成功经验后，学

生就越发自信了，后续调研工作也

得以顺利推进。

此次市场调研的结果显示：老年

人喜欢实用性强的竹制品，如竹筐、

竹筛等；中青年并不经常使用竹制

品，但对于实用与装饰性兼备的竹编

工艺品，如竹编的项链、耳环、台灯、

壁画、首饰盒、手提包、果盘、茶盘、灯

笼、礼盒等还是充满好奇的，也表示

愿意购买；儿童则喜欢玩具类的竹制

品。学生根据调研结果，初步构思最

终所要呈现的作品。

在这次调研过程中，学生利用多

种方式解决真实问题，既锻炼了沟通

能力，又提高了协作的能力，展现了

STEAM教育解决真实问题的特点。

实操
在真实情境中获取真知

实地考察是该课程最核心的环

节。在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学生深

入竹海，亲手触摸到了崇州竹，并从

认竹选竹学起，逐步了解去节、刮青、

破竹、分蔑、起蔑、匀丝、染色等工艺，

还亲手编织小花篮，体验由“竹”到

“器”的全过程。

从“竹”变成“器”并非易事。学生

首先要“胸有成竹”，画出自己作品的

设计草图，并拟订制作方案。画草图

时，学生要按照工业设计规范绘制主

视图、俯视图、左视图；确定制作方案

时要运用工程思维，尽量精准规划每

个环节所需的技法、工具、材料用量。

进入编织环节，学校专门邀请了

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指导。学生先

通过制作小鱼、风车、小铃铛等简单

的竹制品熟练掌握“一挑一压法”“斜

纹编织法”“回字形编法”“梯形编法”

等技法，再按照设计图制作自己的作

品。经过 4 课时的练习与制作，一根

根竹蔑在学生手中变成了结缘铃、发

簪、手机壳等精美的竹制品。

在由“竹”到“器”的过程中，学生在

真实的劳动中习得了技能，增长了知识，

打开了思维，磨炼了意志品质，培养了热

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

展示
在跨学科融合中提升素养

“路演”环节为学生提供了充分

展示的平台。在此环节，学生要撰写

《产品说明书》，并在发布会上对各自

产品进行推介。这是一次综合性任

务，完全体现出 STEAM 课程的跨学

科融合特点——语文教师帮助学生

推敲文字，完善语言表达；外语教师

指导学生的英语文本翻译工作；美术

教师对说明书的排版、装帧设计给出

具体审美意见；学生合作设计舞台布

景、准备服装道具、制作PPT。

发布会当天，学校特别邀请了当

地多所学校的教师参会。会上，学生

展示了本组的产品，宣讲了产品的特

点、工艺和文化内涵。

第一组学生制作了名为“‘牛’转

乾坤”的平面竹编摆件。学生编写的

推介语别具匠心：以黑白两个鱼形纹

组成的圆形构图，展现了一种相互转

换的形式美，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

“阴阳相生”的智慧。如果您想在工

作、学习和生活中“扭转乾坤”，那么

我们的“‘牛’转乾坤”就是您的不二

选择！

第二组学生的作品名为“结缘

环”，他们的广告语别出心裁：绵长的

竹丝象征思念，将无数“思念”编成圆

环，代表美满幸福的生活。为自己买

一个结缘环，结下一段缘分；送亲朋

一个结缘环，送去一份思念。

发布会现场气氛热烈，教师被学生

的作品和展示吸引，纷纷要求“上链接”。

路演环节充分展现了学生的语

言之美、文化之美、技术之美、设计之

美、服装之美，还体现了学生的财商、

情商等素质，体现了 STEAM 教育的

跨学科融合特点。

“竹子变形记”是基于 STEAM 教

育理念的实践。从结果看，在科学层

面，学生掌握了崇州慈竹生长环境、

生物特征与材料特性；技术层面，学

生掌握了为竹子塑形的基础技法，学

习了产品推销方法；工程层面，学生

以工程项目实施的方式系统化、全流

程参与了从设计到生产再到转化为

利润的过程，构建了完整的产业结构

思维；艺术层面，学生在产品设计中

感受作品的平面及立体造型的艺术

美，同时在产品发布会活动中提升人

文素养；在数学层面，学生探索了利

用几何知识绘制设计图，并利用精确

测量实现了产品的标准化。

事实证明，STEAM 教育理念指

导下的项目式学习，可以有效帮助学

生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训练学生

的跨学科思维和系统化思维，发展学

生的团队协作能力。通过这样的课

程，学生在近距离接触、深层次了解

之后，能深刻体会到竹编之美，自发

加入“非遗小传人”队伍，主动肩负起

弘扬、保护并传承家乡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责任。

（作者单位分别系四川省成都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四川省崇州市明湖

中学校）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家长

将更多目光投向艺术和体育（艺体）

培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艺体教

育并非仅仅对外在技能的简单学

习，它关涉学生内在思维、情感和品

德的培养。得当的艺体教育可以帮

助学生开阔思维、丰富情感体验，养

成良好的审美品位，塑造健康人

格。不当的艺体训练可能导致学生

思维僵化、被动，情感麻木，或在品

德上出现盲目服从、缺乏责任感等

问题。

应该如何正确发挥艺体教育的

积极功能呢？

发展审美涵养功能。艺术和体

育学科并非天生具有审美功能。如

杜威所言，没有一种魔法能确保学

生仅通过拿着小提琴、坐在钢琴前

或拿着画笔在纸上画就能获得审美

修养。审美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

“教什么”和“怎么教”。

如果艺体技能学习目的只是为

了升学增加筹码，仅仅以循规蹈矩、

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缺乏思维和

情感的参与，那么艺体学科就可能

失去其审美价值，不再属于艺术范

畴。而是成为强加给学生的任务与

负担。这种与学生内在经验和需求

缺乏联系的学习，会导致学生对学

习的内容无动于衷、漠不关心。这

样的“艺体教育”教的不是艺术，更

谈不上是教育。

只有当学习内容与学生自身经

验和兴趣紧密相关时，学生才可能

真正全身心投入，形成审美发展所

必需的“反思性注意”，促进他们自

由的思维流动和情感想象。这样的

艺体教育才能发挥真正的审美教化

功能。

重视品德教化功能。现代心理

研究发现，艺体教育具有品德教化

功能。得当的艺体教育能够培养高

尚的品德，使学生学会辨别美丑、明

辨是非，知道应该热爱什么、厌恶什

么，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能

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实际上，这一观念早在古希腊

时期就已被提出了。柏拉图在《理

想国》中将音乐和体育视为伦理和

道德教育的一部分，认为它们从根

本上将身与心、知与情、情与行统一

起来。体育与劳动、军事有关，是节

奏和秩序的体现，包含了重要的社

会价值，是培养勇敢、坚毅、高尚和

正直等德行的工具，在道德教化上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音乐被视为

传承传统美德的直接工具，能够潜

移默化地帮助年轻人建立正确的喜

好和爱憎。

虽然古希腊人可能过分强调了

艺体的道德教化功能，但如今某些

不当的艺体教育却正在走向另一个

极端：完全忽视了艺体教育对人的

品德的影响，只将其当作外在技巧

的机械性训练。这样做很可能会导

致学生产生逆反情绪、排斥艺体教

育，进而造成价值观混乱和扭曲，变

得趣味庸俗，还有可能混淆是非，将

美误认为丑、丑误认为美，形成扭曲

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发挥思维培养功能。除了审美

涵养和品德教化外，艺体教育还具

有培养孩子思维方式的功能。近代

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形式的学习

都伴随着“附带学习”和“隐性学

习”，艺体教育自然也不例外。表面

上看，儿童是在学习艺术，如书法、

钢琴和小提琴，但在深层次上他们

是在学习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

法。这种潜在、隐性的学习效果对

学生的影响深远且持久。因此，教

育者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给予足够

的关注。

艺术教育的目的不应局限于外

在技巧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关注孩

子获得这些技巧的过程。如果孩子

在威逼利诱下不情愿地通过机械重

复来学习技巧，这样的学习方式不

仅会抑制思维的发展，而且会增加

思维的懒惰和被动。相反，如果孩

子在获得技能的过程中能够运用对

比、对照、判断、归纳和观察等方法，

并有思维和情感的参与，这样不仅

能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还能

提高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艺体教育在学生全面发展过程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

关乎艺术技能的提升，更关乎学生

思维方式和品德习惯的形成。基于

深入的洞察，我们应该严肃对待艺

体教育，维护教育价值的平衡与全

面，不应以牺牲思维和品德发展为

代价来换取外在的技巧。

（作者系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

院教授）

如何发挥艺体教育的积极功能
□ 陶 青

行思行

足球融于课程 阳光溢满校园

晒成果

奔跑、拼抢、射门！贵州省从江县城关第四小学的学生在绿茵场

上自由奔跑，充分感受足球魅力，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为了给学生健康成长提供充分条件，学校积极开展校园足球运

动，将足球纳入各年级体育教学中，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

的同时，培养他们坚韧不拔、拼搏进取的意志品质。

（卢忠南/图文）

学生在产品发布会上推介亲手制作的竹制品学生在产品发布会上推介亲手制作的竹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