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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拓展性课程是省课改
的重大举措之一。城南小学为了
丰富学校课后托管服务的内容，
精选了乡间染坊这个项目作为
拓展课程在校内展开。活动时间
更加充裕，参加人员更加广泛。
在活动过程中孩子们体验着自
己动手创造出精美作品的喜悦，
感受中华传统工艺的魅力。

城南小学开展“乡间染坊”
这一拓展性课程之所以深受师
生喜爱，源于课程具有以下几个
特性：

一、贴近学生生活应用，拓
展性课程的选择权在学生身上，
而“乡间染坊”富有中华传统工
艺特色又具有可操作性，非常贴
近生活，贴近学生，因而深受学
生欢迎。

二、体现探究性和实践性。
课程的教学及活动中，师生共同
探究植物染料的生长及制靛过
程，充满了学习、探究、实践的
乐趣。课后服务课程让孩子们乐
此不彼。

三、体现课程的深度融合。
“乡间染坊”课程既有美术课的
元素，又有劳动实践的基因，而
其中包含的图形、色彩及工艺手
法等均需要一定的综合素养 ，
对教师的要求较高。

这门课程现已被评为浙江
省精品课程，“乡间染坊”工作
室被评为余姚市创新实验室，现
在正积极申报浙江省 100 项新
型教学空间精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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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
人们越来越追求产品的规模
化和批量化生产，很多领域机
器已经取代传统工艺。但庆幸
的是，还是有少数民间手工艺
人仍在致力于传统民艺的传
播与传承，以扎染、蜡染为代
表的传统染布技艺正是如此。

怎样把老底子的东西留
住，让校园成为非遗传承的新
土壤？课题负责教师吕琼洁早
在六七年前就参与到《乡间染
坊》特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中。

“当初的想法，是希望立
足传统工艺，让学生传承‘非
遗’，同时提升学生的美术表
现能力，审美态度和创新实践
能力等核心素养，构建优质的
小学美术课程体系。”吕琼洁
表示。

当然，想要顺利开展教
学，必须考虑学校自身环境及
学生实际情况。

“双减”政策落地，助推了
这一进程。上学期开始，学校
专门打造了供学生学习的教
室，每周三的染坊社团课程与
每日课后服务的染坊拓展课
都在此教室内进行。三至六年
级学生都有机会学习。孩子们
对这门课程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课后还经常围着老师学习
技艺知识。

传统蓝印花布制作过程是
怎样的？图案纹样有什么讲究？
生活中常见的植物染材又有哪
些？为了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
习兴趣，让课堂活起来，城南小
学从创设情境、组建专业师资
等方面下功夫。

创设情境主要是体现在“环
境渲染”和“生活展现”上。除了
在课堂上采用语言、教态、视频
等形式外，学校用各种材料和
手段布置教室，学生一走进去
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氛围。

学校还力图创建专业师资
队伍，像吕琼洁老师曾到贵州
省丹寨县龙泉镇学习传统蜡染
工艺、向宁波市级非遗蓝印花
布印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剑
峰老师拜师学艺，以及去往省
内的蓝印花布厂考察，积累经
验，使教学变得专业化。

如今，经过不断更新扩充的
《乡间染坊》课程，已经拥有自
编的教材、教案、微课等。传承
技艺多采用教师示范、现场示

范或者自制微课示范；也会让
学生看染艺非遗传承人以视频
直播形式传授技法。通过这些
途径，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创
意图形设计、植物染料染色、布
艺现代应用等知识。

为增加课程的体验感，学校
专门开辟出实践基地，种植蓝
草植物，将美育与劳动教育相
结合。让学生亲自去观察、记录
不同蓝草的生长过程，播种、发
芽、生长、开花、结果。同时学生
从种植、养护、丝巾生叶染、制
靛等过程中，体验劳动带来的
快乐。

师生甚至共同参与课程的
开发，一起挖掘课程资源。如
欣赏夹染作品时，学生会疑惑
为什么把这个戏文故事刻成
夹染的图案？有什么寓意？为
了让学生对一些戏文纹样有
更深入的了解，除了口头描
述，教师还会采用欣赏与表演
形式，演一演、看一看、笑一
笑，印象更深刻。

因为扎染、蜡染、草木染等
制作过程相对复杂，可能一个

“其貌不扬”的作品，就要花上
一个学期甚至更久的时间。这
对学生来说，是磨炼心智的过
程，无论作品制作成功还是失
败，都是一种成长。

“学习这个课程快三个学期
了，心态也是起起伏伏的。”六年
级学生曹雨霏分享心得，她从一
开始接触这个课程的兴奋，到后
来因为“学习时间长”“难上手”一
度感到沮丧、烦躁，再到摆正心
态，向老师讨教、向周围小伙伴虚
心请教，最后终于完成了得意的
作品，满满的自豪感。“这让我想
到了木匠、铁匠等各类手工匠人，
用尽一生时间只把一件事做好，
太不容易了。这个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曹雨霏感叹。

路路（化名）以前是个坐不
住的男孩，上课总爱捣乱，但他
却很喜欢动手制作。自学校开
设了染坊拓展课后，他主动报
名参加。听说布袋、围裙、抱枕、
包包等生活用品也可以自制，
他除了课上认真听，私下还向

老师请教技艺，并趁着妈妈生
日快到的时候，用课上的白麻
布，先制作成布袋，然后用蓝印
花布技艺创作图案，染上花纹，
一个看似朴素却怀揣孩子孝心
的布袋就这样做成了。

路路妈妈收到儿子的手工
作品，非常惊讶：“孩子平时粗
枝大叶的，没少让我们操心，没
想到会做这件事，让我们很感
动！”这位家长感谢这样的课程
给孩子带来的改变。

“今后，学校考虑把课程做
得更细更强，‘更细’指的是把
作品的价值延伸，可以做成各
式手工艺品，学生之间相互赠
送，形成有爱的氛围。‘更强’指
的是把课程中各种可以教育的
因素都调动起来，让课程更有
生命力。”校长芦建章说，学校
推进这一课程改革已取得明显
成效，在2019年 9月被评为余
姚市精品拓展课程，在2020年
5月获宁波市第八届义务教育
拓展性精品课程二等奖，在
2020年底还入选了第八届“浙
江省义务教育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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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跟着老师认真学习每一个步骤。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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