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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石 传 拓 是 以

纸紧覆金石器物的

文字、图画上面，然

后用墨敲击打印。这

是一门古老的技艺，

在中国已有上千年

的历史。在复印机、

照相机发明之前，传

拓是图像甚至知识

传播的重要媒介，被

誉为“中国最古老的

印刷术”。

古镇韵味，拓印

留痕。宁波市中城小

学位于江北区慈城

古镇，学校基于地域

文化进行美术探究

活动，让金石传拓成

了学校的一张靓丽

名片。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马亭亭/文 张培坚/摄

为了进一步推进社团的教学，
学校结合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编
写了一本版画课程《古镇印迹》，内
容丰富多样，涵盖古镇的建筑知
识、人文知识，以及教学实操的案
例展示。

学生们用拓印的形式去感受
慈城古镇里九曲巷瓦片墙的独特
韵味，欣赏尚志路上贞节牌坊雕刻
之美，寻找古镇小巷石板路上的古
朴痕迹。如今，中城小学被评为全
国优秀文化传承学校，传拓是学校
特色之一。

该校校长徐扬威说：“以美育
人、以文化人，小小传拓孕育着强大
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感受到
古建筑的美，进一步感受家乡人文
美，学会观察和发现生活中的点滴，
提升学生创意实践能力，增强学生
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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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小学拓印版画中城小学拓印版画

美术课开进慈城古镇美术课开进慈城古镇
古老印刷术古老印刷术““活活””起来起来

“美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拓展，其目的在于培养孩子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
的能力，从校本设计到校园环境，从课程安排到实践活动，从老师教导到家长配
合，每一个细致的环节都对孩子进行着“润物无声”的审美教育。

今年年初，宁波市教育学会、浙江东钱湖教育研究院、宁波教育学院、现代金
报四家单位推出了钱湖美育讲堂，开启了宁波中小学“美育创新优秀案例”申报评
选。今天起，我们将走进这些申报学校，看看它们的美育品牌、美育课程和教学实
践经验，一起来“寻美”。

学生正在拓印古镇墙壁上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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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中城小学，探访
该校的拓印课堂，美术教室里格外热
闹，美术老师傅凤亚正在组织学生制
作拓印版画作品。学生们从老师手里
领取了拓印的纸张，挑选好自己要拓
印的作品，就忙活开了。

覆纸、湿纸、打磨、上墨……操作
需要用到的材料很多，有瓦当、拓包、
墨汁、棕刷、毛毡、油纸、调色板、宣纸
等。一系列流程下来，一张精美的拓
印版画作品就诞生了，有凤凰图样、
花草图样、建筑图样、文字图样等。

601班学生俞嘉琪，从四年级第
一次接触到传拓就爱上了这门课程，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其一系列操作已
像模像样，“这是中国的传统艺术，我
觉得它很美，拓印的时候我感觉心很
静。”

学生们初次接触金石拓印时，当
通过拓包的点点拓印，图案慢慢呈现
出来时，学生们感到非常新奇。经过

一次次练习，一次次尝试，学生们掌
握了控制水分、墨色变化的技巧，作
品也越来越精彩。

拓印版画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说
不仅仅是一项技能，还让他们变得更
为自信，对生活充满热情。因为能力
的提升，拓印社团的学生们喜欢去参
加作品展示表现自己。比如在 2021
年10月学校的新校舍建成30周年校
庆纪念中，他们又露了一手，让前来
的客人眼前一亮，也对这一传统的传
拓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位班主任跟我说，班里有个
孩子以前语数作业经常不认真完成，
但是自从在一次班队课上，老师表扬
了他的拓印作品，并且当场让他给同
学作了演示和指导后，他的学习积极
性得到了提高，成绩也有了起色。”
傅凤亚觉得，小小的传拓，在每一次
尝试中默默影响着所有接触它的孩
子。

不仅在教室里，学校还把传拓课
堂开进了古镇的巷子里。

慈城，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
古县城，这里保留着大量的明清建筑
群，有“江南第一古县城”的美誉。它
是江南极少数保存较为完好的县城，
保留下来的传统建筑中不但有大量
的民居建筑，还有孔庙、会馆、牌坊、
古井等公共建筑、构筑物。

中城小学就位于慈城古镇当中，
瓦当、石窗、牌坊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就在孩子们的周围。如何发挥这些传
统资源的育人功能，让学生发现这些
古建筑，感受古建筑之美，一直以来
都是该校积极研究的内容。

早在2014年，该校就进行了慈城
古建筑在小学美术活动中的运用和研
究这一课题，让学生通过观察研究了牌
坊、石窗、孔庙等多个不同主题的建筑
特色，运用线描、摄影、儿童画创作等形
式进行表现。2019年，学校引入拓印版
画，它的加入更能展现古建筑的原汁原

味，学生通过观察、触摸、拓印，更深层
次地感受古建筑中的雕刻之美。

当学生们掌握了拓印技艺后，老
师带领他们走出教室，来到古镇中。
一次外出采风时，拓印社团里的一名
学生摸着古墙上的斑驳痕迹，忽然有
了新发现，他急匆匆地跑过来告诉老
师：“老师，我发现墙上竟有一些小
字。”大家凑上去一看，果然发现墙砖
上刻了不同字体的字，有的是寿字，
有的福字，有的是福禄寿三字。

大家对这一发现非常感兴趣，拓
印完这些墙面后，老师还布置了一个
任务，去研究一下，这墙面上为什么
会出现这些字呢？在这里，艺术作品
的深层含义被挖掘了出来。

学校还组织过去慈城城隍庙进
行拓印的活动，让学生自行观察古建
筑中的角角落落。瓦当上云纹图案，
窗框木纹上的蝙蝠造型，大门旁石鼓
上的祥云纹……大家把自己感兴趣
的纹样全部拓印了下来。

金石传拓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
的一种特殊印刷术，也是一种延续
物质文化痕迹的手段。

中城小学巧妙地利用了地域优
势的特点，激活了这古老的传拓技
艺，这一活动不但视觉上给人以美
感，更是以培育学生学科素养为目
标指向，让学生走向生活，鉴古开
今，领会体悟传统文化艺术背后的
内涵精神。

学校以“校本课程”为依托，让
学生感受到古建筑的雕刻之美。与
慈城古镇风俗活动相关联，让学生
多方面参加非遗活动的展示。这些
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更为
金石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贡献。

如何让金石传拓与慈城古建
筑的融合走得更宽？课程的研究上
面可以更加深入和多样化。我想中
城小学的探索者们一定会在后续
的课程研究中注意到这一点。

正高级教师、宁波市名师（美
术）吴相撑

覆纸、湿纸、打磨、上墨……
在课堂上掌握传统技艺

把课程开进古镇巷子里
近距离感受古建筑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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