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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好老师 现代金报 A11ducationE

刘峰
东钱湖中学 美术老师
中学高级教师
宁波市“晨风奖”艺术先进个人

●推荐理由：26年如一日，默默付出，
辛勤耕耘。有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
强烈责任感。她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
她一腔热血，诲人不倦，通过“走心漫画”
打开学生的心扉。

为了挖掘、宣传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来自基层一线的“四
有”好教师，本报开设了《点赞好老师》专栏。如果
你身边有这样的“四有”好教师，赶紧给我们发推
荐信吧。

征集邮箱：xiandaijinbao@qq.com（标题上请
备注“征集好教师、学校名称”字样）。

“邮品文化”带来了创意美术课 “走心漫画”引导学生抒情解压

这位美术老师用绘画治愈“问题学生”

从教 26 年，她开创了校园“邮品文化”，给
乡镇的初中学生带来了纷繁的创意美术课；
自 2013 年起，她又开设“走心漫画”课程，建起
了一座与青春期孩子沟通的桥梁，“治愈”了
许多学生。

她就是东钱湖中学美术老师刘峰。近日，
记者见到刘老师时，她正从医院赶回来。“不好
意思久等了。我去看眼睛了，最近看东西有点
模糊。医生说我有些白内障早期症状。”一位70
后美术老师怎么就视力减退了呢？记者在随后
的采访中找到了答案。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杨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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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走心漫画”课程
学生不良情绪有了宣泄口

初中阶段的孩子，自我意识萌发，叛逆心
理初始，不再如幼儿时期乖巧听话，有心事也
不愿意和长辈诉说，如果硬是刨根问底，则会
激发他们的反抗情绪。很多家长抱怨：“孩子
越长大，跟家人说的话却越来越少。”

“我想在美术心理领域做一些尝试。”刘
老师说，近年来，她时常在新闻里看到一些学
生的自杀、自残事件，这令她非常痛心和惋
惜。“我虽然是一名副科老师，但很希望能做
些什么，做些改变。从2013年开始，我开设了
走心漫画这个课程。”刘老师解释，“漫画具有
独特的构思方法和表现手法，同时绘画形式
灵活随性，在绘画工具和造型手段上也没有
什么限制。同时，漫画十分受青少年喜爱，对
作画者的技能要求也不高。在所有画种里，漫
画是最适合学生用来表达内心的。”

刘老师以随手漫画、单幅漫画、多格漫画
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通过信手涂鸦的漫画
抒情解压，使学生多了一条不良情绪的宣泄
渠道。“我最喜欢刘老师的走心漫画了。她会
在上课时播放一些音乐，给大家营造一个轻
松的氛围，引导我们把情绪画出来。老师说，
这叫艺术疗伤。现在我有学习压力时，情绪低
落时，就会随手画画。我觉得很治愈，画完后
轻松了许多。”学生俞喆如是说。

课程开设后，刘老师从漫画作品中发现，
身边很多学生表面看上去活泼开朗，可是他
们的内心未必如同外表那样阳光，也多多少
少窥见了那些“问题学生”的内心世界……

该校校长曹爱锡说：“人人都有情绪的低
潮，学生创作的漫画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从侧
面了解学生的心理成长轨迹，从中发现不利孩
子身心健康的蛛丝马迹。这样十分有利于家校
配合，防患未然，帮助学生平稳度过青春期。”

2018年，刘峰的《基于“走心漫画”美术疗
愈功能的研究与实践》获得宁波市学校德育
研究课题一等奖。如今，美术教育在心理调节
和心理疗愈方面的矫正作用已经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对此，刘老师表示很欣慰，她说：

“希望更多的美术教师能够挖掘美育潜在的
情感辅助功能，帮助学生通过绘画抒发感情，
表达内心世界，能使负面情绪得到缓解和改
善，净化抚慰他们的心灵。”

每天工作到半夜成常态
有了白内障的早期症状

“邮品文化”校本教材、创意美术设计
系列辅导丛书、“走心漫画”学生作品集
……自2003年起，刘老师一直潜心钻研
美术教学的实践与研究，并编写多本校本
教材、学生作品集。

在学校师生眼里，她更是一位“劳
模”。白天上课，晚上熬夜编写校本教材。
为了节约经费，她自学编辑软件，自己排
版设计。因为对教学设计力求精益求精，
她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在深夜12点前睡觉
了。“以前基本上每天工作到半夜一两点
钟，但现在不能熬夜了。眼睛不太好了，医
生说我有点白内障的早期症状，叫我注意
用眼。”

初中学校的美术课，一周只有一次，
但刘老师每周要上16节美术课。除了担
任美术老师外，她还兼任学校“钱湖小邮
社”“版画社团”的指导老师，并担任宁波
钱湖少年邮局的负责人，邮局工作人员全
部由学生担任。

初三学生俞喆说：“每一幅名画她都
如数家珍，向我们娓娓道来，使我们身临
其境。不仅仅在美术上，刘老师给我带来
更多的是人生的启发。”

王思宇则觉得，刘老师在上课时，整
个人都带上了鲜明的色彩。“她的眼睛总
是亮晶晶的，闪烁着光芒，每当下课的时
候，我都会意犹未尽，还想继续听下去。”

李丹妮说：“刘老师不光教我们理论
知识，还带我们做创意美术，粉笔雕刻、木
版画、剪纸……各种形式都有。上刘老师
的美术课很放松，很减压。”

课堂上，刘老师不局限于课本内容，
大胆发挥和创造，注重培养学生审美素
养。同时，为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
造力，刘峰每学期设立了“美术课堂作业
精品榜”，这也成了美术课堂的期末盛典，
深受学生欢迎。

学生深受影响
回到母校成为美术教师

记者采访时，进来一位年轻教师，
刘老师介绍说：“这是我们学校另一位
美术老师俞巧维，是我的徒弟，也是我
刚进东钱湖中学那年带的学生。”秋日
的暖阳下，师徒二人站在办公室门口，
聊起了当年的时光。

1994年，刘峰大学毕业后，怀揣着
年少时的梦想，来到东钱湖中学成为一
名老师。俞巧维回忆说：“1994年我刚
读初一，刘老师既上美术课，又上劳技
课，还在每周六开设美术兴趣小组无偿
教我们。我的美术潜能就是刘老师激发
的，所以在初中时，萌生了报考艺术学
校的想法。我们同班有好多学生后来走
了美术这条路。我会回到母校当一位美
术教师，也是受到了刘老师的影响。”

为挖掘学生的绘画潜能，刘峰课外
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针对不同的学
生因材施教，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美术比
赛，以实战比赛锻炼学生的绘画能力。
在她的精心指导下，学生们的书画作
品，在全国、省、市、区等各级各类绘画
设计比赛中屡获佳绩，近年来先后有三
百余人次获奖。因教育教学成效显著，
刘峰多次获得全国、浙江省、宁波市优
秀指导教师奖以及宁波市教育科研先
进个人，宁波市“晨风奖”艺术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一提起美术课，就是画画；一提起
美术教师，就是舒服。如果现在还抱着
这样的眼光看待，那可能对美术学科有
点误解。”刘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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