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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最终极的教育意义
作为会议落脚地，壶山小学综合实力毋庸置疑，可与会嘉宾偏偏对它的

美育情有独钟，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壶山小学校长李建生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

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教师的任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任
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的许多教育观点告诉我们教育的真谛就
是“真、善、美”的回归，“美”是最终极的教育意义，要让学生学会语言美，行
为美，礼仪美，心灵美。一个个的个体美了，家庭自然就美了，社会上处处喷
发出的都是正能量，这是美育对学生和对社会的最终指向。

壶山小学的美育 美在哪里？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美育不同智育，因为“智”的作用很明显——“用分

数说话”；它也不同于“劳动教育”，因为劳动看得见、摸得着。美育相比之
下，略显空泛和抽象，可壶山小学的美育实实在在。

壶山小学校长李建生说，我们的美育统摄在一个中心下——让美育成
为学校学习生活最亮丽的风景线；以两大平台为抓手——社区家庭与学校；
用三大阵地去“练兵”——智慧课堂、美丽队集体、幸福工会。

至于具体如何“练兵”？李建生的回答是，比如美丽队集体有“四个起
来”，即队旗扬起来，队歌唱起来，红领巾飘起来，队活动亮起来；幸福工会有

“四个走向”，即走向课堂，走向田野，走向舞台，走向公益。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落实路径是“美丽班集体建设”，也是会议的讨论热

点。对此，李建生做了较详细介绍，特别是如何先让老师“美”起来。

为什么要先让老师“美”起来？
首先，壶山小学请名师进校园，带出一批美丽班主任。
2009 年 3 月，壶山小学邀请浙师大班主任工作研究中心主任吴立德教

授来校指导现代班集体建设工作，让班主任与教授面对面探讨；而全国中小
学班集体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云增教授更是壶山小学“美丽班队集体建

设”的“首席顾问”。唐教授几乎把壶山小学当成“后花园”，一年数次走进校
园指导。2011年9月，他更是亲自主持班队活动，给全体班主任做示范。

其次，让老师走出去参与“高端”交流，收获名家“真经”。
近几年来，壶山小学先后组织美丽班主任工作室成员外出学习交流。

近的赴东阳吴宁五小、永康市大司巷小学等知名学校学习优秀班集体建设；
远的到西安、无锡、杭州等省市学习，聆听全国著名的魏书生、李镇西、任小
艾等专家讲座，拓宽班集体建设的专业化视野。通过这些“高端”交流学习，
名家点拨，对学校班主任的专业化成长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再次，学校管理者要身体力行去率先示范。
“陶行知教育理念对我的教育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陶粉，我多

次到过陶粉心中的圣地——南京行知小学。
“作为校长，也是全校老师这个大班集体的‘班长’，上任伊始，我便去了

一次，朴实的校园，劳动的校园，自由的校园，给了我巨大的心灵洗礼：刚上
任，心里诚惶诚恐，一所百年老校交于我掌舵，要驶往何方，是乘风破浪，还
是安于现状，明哲保身？最后我终于找到答案——绝不能得过且过；“2005
年，我再次带领全校校务成员到行知小学学习，为全面落实‘教学做合一’的
理念打好基础。之后几年，我校的办学、课改有了些成绩，引起社会关注和
肯定；

“2015 年我又一次去了行知小学，寻找盛名之下的我们该何去何从，当
我的眼神定格在‘爱满天下’的几个古朴大字时，又给了我一个新启迪，教育
要回归本质，爱满天下，至善至美。”

李建生说，学校管理者和教学一线的老师们都美起来了，才能让孩子相
信“美”，并真正“美”起来，“美”到心里去。

“这些年努力下来，成效比较明显。”李建生说，比如，“省十大智慧班主
任”潘笑也老师“蒙以养正”班级管理模式——低段，我们着力正习，中段，我
们着力正学，高段，我们着力正行的递进形式建设班级；金华市优秀班主任
余国娟老师“书香班级”的建设，是通过在日常教学、班级管理中注重营造浓
厚的读书氛围，带领学生成立书友队、开展读书会、自编读书笔记 ，通过多
样化活动，使班集体富有书香之“气”；“省十大智慧班主任”王莉老师“微写
作，大教育”创新性班级管理模式。通过微写作平台，“让孩子学会生活、学
会做事、学会学习”。

“所以，你现在会经常在武义街头看见壶山小学学生的义卖，在广场看
见壶山小学学生的义演，所有通过义演、义卖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教育
基础薄弱地区。而且，我们现在的公益活动不会让家长掏一分钱，全部都是
孩子劳动所得。”李建生说。

王健敏（浙江省教科院副院长）：
壶山小学的美育从顶层设计到美丽行动，都非常扎实，走在了浙江的前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壶山小学每个发展阶段的突破，都是通过课题研究引

领学校发展，因为课题研究本身，会聚集全校的力量，让老师有充分参与空间，而课题研究的成功，在引领学校发展方面，会更有条理，更有逻辑，也更能可
持续。可以说，壶山小学是科研兴校的典型代表，要给校长和老师都点个赞。

徐士强（《上海教育科学研究》常务副主编）：
壶山小学的美育做法值得肯定。首先，组织架构很齐全，部门学科间纵横交错，分工明晰；其次，视野阔广，让孩子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接受锻炼。让

山区教育进入孩子视野，让公益活动进入孩子活动范围，从小培养孩子担当意识。再次，举措很实，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级美育主题，每个班级下面又有
学生自己组建的小分队，允许孩子个性组队，既考虑到集体归属，又发挥孩子自觉性，内容丰富。从顶层设计到细节落地都有条不紊，可信可行。

倪娟：（江苏省教科院普教所所长、博士）：
首先，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很合适，教育就是追求“真、善、美”，将美育作为终极目标是可取的。其次，壶山小学在家校合作、资源整合上都做得很好，让

学生不仅感受到美，更参与到校园美、自身美的建设中去。最后谈一点建议，美育应该放在国家课程方案体系中去设计，让美育进课堂，成为学校学科建
设的一部分。

杨波：（江苏省徐州市教育局教研员）：
对壶山小学美育的核心感受就是很“实”，他们把美育当作一个品牌在打造，从语言美、行为美、礼仪美、心灵美等诸多方面，内外结合，可谓用心良苦。对

美育的提倡，其实是抛去浮华，回到教育本源上。而且，他们的美育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德、智、体、劳”融为一体，只是将美育拔得更高，做得更实、更透。

为什么武义壶山小学的美育
能让两省一市的教育专家竖起大拇指？

“美丽班集体建设”先让老师美起来

昨天上午，由江、浙、沪三地教育科学院联合举办的长三角地区“新班集体建设”论
坛暨优秀班集体建设成果分享会在金华市武义县壶山小学拉开序幕，为期两天。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金华市教育局局长徐志坚、浙江省教科院院长朱永祥、
武义县副县长姚美芬，及江苏和上海 300 多位优秀教育工作者出席大会，相互分享教育
心得，共同探讨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

会场外，武义壶山小学的美育展板引起了嘉宾广泛关注，并获得诸多点赞。
一所小学的美育，为何能让两省一市的教育专家频频驻足并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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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李建生向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和金华市教育局长徐志坚介绍学校美育成果

会议主持人、浙江省教科院院长朱永祥介绍大会情况会议主持人、浙江省教科院院长朱永祥介绍大会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