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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澥浦农民画”，作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诸多可

挖掘的美育元素。毗邻澥浦镇

的仁爱中学，自 2017 年起，踏

上了“农民画+”课程的探索之

旅，并在美育之路上结出累累

硕果。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汪洪 吴小瑶 丁赞学

让非遗“焕新”
走进镇海区仁爱中学，体育馆

的墙上，教室的四周，不经意间就能
看到一幅幅色彩鲜艳的画作，那是
学生们的农民画作品。而走出校园
的农民画系列主题活动，不仅丰富
了学生们的课外活动，还让大家以
美的眼光，重新认识了当地的历史
文化与地理环境。

仁爱中学的“农民画+”课程，锚
定“育人”与“传承”的方向，采用“项
目引领+任务驱动”模式，为学生铺
就了一条感受美、领悟美、创造美、
应用美的艺术进阶之路。

在这里，非遗传承人和校外专
家定期带来精彩纷呈的讲座与悉心
指导。在“非遗进校园”讲座中，农民
画传承人蒋勇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述
着自己作品背后的生活故事，从海
边劳作的场景到传统节日的热闹，
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
那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百态，也让他
们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农民画所蕴含
的深厚内涵。

课堂外，主题创作活动成为了连
接农民画与时代脉搏的有力纽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主题研学活动中，学生们走进海
防遗址博物馆，在招宝山等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聆听英雄事迹，接受心
灵的洗礼。在“共绘一张画，为祖国
庆生”活动中，大家用画笔精心描绘
新中国的辉煌成就。

作品完成后，斑斓的画卷和同
学们欢呼的身影在央视《新闻联播》
中惊艳亮相。参与创作的小孙同学
激动不已：“这次活动让我对祖国的
爱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让我深刻
认识到农民画不仅是一种艺术形
式，更是我们讲述祖国故事、传承爱
国精神的有力武器。”

同时，校外研学活动也为学生
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天地的窗户。

“十七房迎新春农民画亲子活
动”就让同学们回味无穷。和家人携
手漫步在郑氏十七房的古老街巷，
寻觅着乡村春节的独特元素。古村
的窗花、喜庆的春联、飘香的美食，
都成了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

“依托这些主题实践活动，学生
广泛取材于人文历史、在地文化及
社会热点，实现了从美术课堂传统
的‘知识技能本位’向强化学生主体
的‘艺术素养本位’转变。这些活动
不仅引领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美、创
造美，还成功践行了‘创美育人’的
理念，确保了美育的深入浸润。”学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创美生活”实践中，学
生将农民画元素巧妙地融入校
园每一个角落。

体育馆的墙上，一幅幅精
美画作，诉说着生活的故事；教
室里，同学们亲手制作的农民
画装饰处处可见，为学习环境
增添了艺术氛围。同学们最期
待的是每学期教师工作笔记本
封面的评选，封面画作通过师
生投票评选产生，美育成果在
校园内熠熠生辉，彰显非遗传
承的活力与魅力。

不仅如此，学校还打造了
线上学习空间，涵盖“微课程”

“微项目”与“云画展”，全面记
录并分享学生的创作流程、主
题实践及作品成果。其中，“云
画展”创新运用VR技术打造虚
拟展厅，营造沉浸式观展体验，
提升了作品曝光度与吸引力。

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学校
充分发挥了评价的牵引和导向
作用，精心构建了“四位一体”
的评价体系（自评、互评、师评、
他评相结合）。其中，课程公众
号推广、VR展厅建设、研学佳
作线上投票等辐射性他评，既
不断扩大校园美育影响力，又
给予学生鼓励与支持。

历经多年耕耘，“农民画+”
课程在仁爱中学绽放出了绚丽
花朵。学生们的农民画作品在
各级各类比赛和展览中屡获佳
绩，获全国性奖项6幅，市级以
上奖项31幅，省级以上美术馆
展出16幅（2 次），市级以上美
术馆展出114幅（5次），其中在
天一阁开设专展一次，展出作
品97幅，被天一阁官方评价为

“有温度，有魅力”。
在五育融合的道路上，学

生们也借助农民画创作实现了
全面发展。

八年级的吴同学说：“农民
画课程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
打开了我通往艺术世界的大
门。在这里，我学会了用独特的
视角观察生活，用画笔描绘心
中的梦想，而且我创作的任督
二脉好像被打通了一样，以前
的‘不会、不敢'变成了‘我又有
了新的想法'。”

这样因兴趣始到择志趣成
的学生，在仁爱中学有不少，学
校通过学业追踪调查显示，“农
民画+”课程深刻影响了学生职

业选择，在首批2018届21位社
团成员中，15位学员步入美术
创意领域，12位进入一流美术
高校，“农民画+”不仅塑造了艺
术技能，更成为影响学生人生
规划的基石与精神支柱，传递

“创意美化生活”的积极理念。
教学相长，教师团队亦不

断钻研精进，深耕专业。团队共
同开发的特色课程获得宁波市
精品课程一等奖；课程设计获
评全国首届美术教育教学成果
优秀课程设计；线上线下结合
的教学空间获评浙江省“新型
教学空间”，多篇学术论文斩获
省、市级奖项，其中探究校本课
程数字化转型的论文获评全国
教育技术论文示范论文；项目
组教师在省内外开设多次讲座
介绍美育成果。

师生们的成果是学校非遗
美育的璀璨结晶，学校也凭借
在非遗传承与美育融合方面的
贡献，成了区域内非遗传承的
重要标杆，先后被授牌“宁波市
非遗传承教学基地”和“宁波市
农民画艺术教育传承基地”。

让艺术融入
学生日常生活

农民画作为中国特有的一
种艺术表现形式，它的蓬勃生
命力中最为动人之处是创作者
用最朴质的艺术语言传递最真
挚的情感。他们随心而画，所想
即所得，对生活的热爱转化为
对生活的颂歌，这种质朴的表
达方式与儿童艺术教育和美育
浸润理念不谋而合，为艺术教
育的选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
切入点。

仁爱中学通过构建“农民
画+”创意课程体系，巧妙地将
艺术之美融入学生的日常生
活，搭建起一座连接课堂与生
活的美育桥梁。在这一体系下，
学生在创作中提升技艺，学会
发现、感悟及传播美。这不仅促
进了学生个人艺术素养的提
升，更彰显了他们对家乡文化
的深厚情感与积极传承。

仁爱中学在非遗美育课程
上的探索与实践，无疑为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树立了标杆，
展现了美育教育的新高度。

——浙江省正高级教师、
宁波市美术教研员 陶育义

“农民画+”课程 结出美育果实

让美育浸润心灵，让艺术点亮生活。2024年，教育部印发通知，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美育浸润，不仅是一种知识的传递、技能的传授，也

是一种心灵的滋养、情感的陶冶，更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宁波的校园里，有哪些各具特色的美育浸润行动？即日起，

现代金报和甬派客户端推出“寻美记”，一起来寻找宁波校园里的“美”。

让创意美化生活

收获艺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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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共绘一张画，为祖国庆生”活动登上央视。

同学们在郑氏十七房研学创作同学们在郑氏十七房研学创作。。

学生日常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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