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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发展是多元的，成长是不
可预估的。因此，学校从促进学生多
元发展的角度入手，以积极心理学
和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三阶段为理
论依托[2]，由银行储蓄零存整取想到
了储蓄良好行为和美德的方式来顺
应儿童相对功利取向和寻求认可定

向的心理，形成了以“成长存折”和
“成长币”为主要载体的“成长银行”
个性评价机制。

学生将获得的成长币粘贴在
成长存折里，达到一定数量的成
长币即可到总行和分行兑换相应
的奖励。学期结束时，根据成长币

多少评定“阳光少年”。学校还结
合现代技术，开发出了便捷智能
的电子成长银行，形成了全员参
与、全课程关注、全方位育人的评
价态势。

“多元成长”美美评价与课程
融合，评价的十二个维度与课程

对应，“三维融创”课程都可以凭
借不同的成长币进行评价，变单
一的学科评价为多元全面评价，
变学生被动接受评价为主动积极
成长，评价变得充满趣味、人情
味，并从学校影响家庭，推动了和
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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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一体全域”美·美空间，孕育内外兼美的特质

“把美的理念融进建筑里，让空气
里充满文化的味道”是高新区实验学
校教育集团建设翔云校区，打造美美
学校空间的审美态度。学校之美最直
观的体现就是校园环境和教育教学设
施，学校致力于打造“民族文化和时
代文化相通”“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
相融”“儿童个性审美和时代艺术审
美相连”的“一体化全场域”空间，展
开一场全场域融合育人的实践探索。

（一）美在创造，始于“一”。

校区建设从整体布局到局部功
能设计，从主色调到具体空间的色
彩创生，都追求“物的外显形式与美
的精神内涵”的高度统一，并以美的
四大主题辐射学校全场域文化。“美
通古今 行久致远”是传承儒家文化
精神之美的现代阐释板块。阳明文
化广场带给我们“知行合一”“事上
炼”的认知和行动之美。“美成在久
日出东方”以一艘红船展开党的伟
大征途。“玉成其美 开创纪元”旨在
阐述新校区继承集团“书香校园、健

康乐园、科技馨园”之美，并创生“艺
术之美”的新纪元。“各美其美 美美
与共”板块以枝繁叶茂的大树和六
边形的蜂巢造型展示全校师生共性
和个性之美。

（二）美在生长，源于“众”。

学校之美在于其生长性，物化
的具象之美只有通向精神的意向
之美，才能生生不息。所以，要让学
生成为校园文化的建设者，在学校
文化设计之初，我们邀请学生为新

校区选取吉祥物。最终，孩子们选
择了象征着聪慧、友善的海洋精灵
——海豚作为吉祥物，并以翔翔和
云云为他们命名，将空中运动场命
名为“七彩海洋世界”，建设“翔云
滑翔隧道”，选择蓝色系作为田径
场和翔云教室主题色，并且选用
海豚座椅、设计了体育类和音乐
类海豚书签，让美与艺术、阅读相
连。正是因为学生的参与，翔翔和
云云成了校园文化的精灵，闪耀
着童心之美。

二、建构“三维融创”美·美课程，涵养全面丰富的素养

课程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主
战场，从顶层设计到每一门课程落
地的审美水准都体现了学校的美育
质量。学校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人入手，重构学校课程，将原
来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课程和拓展
性课程重新进行审美表达，形成了

“三维融创”课程体系，包含“以美修
身”立德课程、“以美启智”基础课
程、“以美起航”实践课程。

（一）融德创美。

“以美修身”立德课程中，我们
从“身心健康、品格高尚、行为优秀、
热爱学习、热爱生活、勇于创新”六大
维度出发，建构“心体3+X课程”“礼
仪尚德课程”“成长银行课程”“融合
式悦读课程”“文化探索课程”“综合
实践课程 ”六大课程，倡导让德育成
为美的旅程。立德课程实施推行双导
师制，如心体3+X课程中，以语文老

师和心理学科老师共同执教的心理
绘本课作用于心，由体育学科教师以
X项自选体育运动着力于体，形成心
体皆美的课程。语文及心理学科教师
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变被动应付心理
问题为积极影响心理状态，从积极自
我、积极情绪、积极关系、积极应对、
积极成长五个层面整理出了48本心
理绘本，创造性地开发了绘本心理
课，学生在倾听、参与、体验、表达中，
将情绪认知冲突转化为积极的自我
调节和行为应对，创生出人际交往和
生活的美好态度。

（二）启智创美。

“以美启智”基础课程包含语
文·美美我的底蕴、数学·美美我的
思维、英语·美美我的交流、体育·美
美我的形体、音乐·美美我的声音、
美术·美美我的眼睛、科学与信息技
术·美美我的创意七大类国家课程。

在“美·启智”基础课程中，我们开启
“1+1”双向邀请模式，第一个“1”是
语数英学科教师，第二个“1”是艺术
学科教师。以语文学科为例，“1+1”
模式即一位语文老师要基于学科内
容，在一个学期内要邀请至少一位
艺术学科老师进行课程共建。如在
《我的植物朋友》习作教学中，语文
老师和科学老师、美术老师联合，开
启了《植物记》观察活动，由科学老
师带领学生进行科学观察，记录植
物的样子、颜色、气味、习性，由美术
老师带领学生制作精美的植物记录
卡，最后由语文老师指导学生完成
《我的植物朋友》，汇编《植物记》，鼓
励学生用艺术化的方法进行学科表
达。基于“1”的多学科融合，创生出
了1+1>2的价值，呈现出了更美的
学习样式。

（三）融行创美。

“以美起航”实践课程倡导学生
在身体力行中学习起航。我们通过
翔云海豚俱乐部课程，利用学校教
师、家长、志愿者资源，按照“美之
乐”“美之律”“美之言”“美之健”“美
之绘”“美之思”六大行动主题，开启
四十门实践课程，作为基础课程的
有益延展，并与课后服务课程高度
融合。我们开设“劳动教育+”中药材
课程，融传承民族精粹于劳动教育
中，培养健康向美的生活态度。我们
开发“跟着古诗词游中国”，以诗词
文化丰润学生的精神世界和语言素
养。我们还与宁波穿山海事处联合
开展“安全+思政”海事讲堂，学习海
洋知识，培养爱国情怀。

从修身立德到智慧萌芽，及至展
现个性之美，“三维融创”美美课程
以美为经，学科融合，三维共创，将
美育贯穿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培养
学生全面而丰富的素养。

三、追求“多元成长”美·美评价，培育向善向美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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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提升教育境界，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是当前教育的重要使命
与紧迫任务。一所学校的美学标准
以及建立形式，体现着学校的审美

品格与教育导向，是学校诸多教育
元素融合创生的结果。

面对新时代美育呼唤，我们认为
理想的学校教育一定是美好的，学

校作为师生共同栖息的家园，关注
师生的内在体验，追求一种美的学
校教育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追求。
基于此，我们在校园里建构了“一体

全域”美·美空间、“三维融创”美·美
课程、“多元成长”美·美评价的美育
实践体系，探索内外兼美的学校教
育。

美是生活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教育本身的内在要求。[1]我们要从宜人

美好的校园环境入手，为师生创设美的体验，孕育内外兼美的气质；致力于

建构美好的课程，以有品质的课程涵养学生全面而丰富的素养；追求多元个

性的评价，让成长被看见，被鼓励，被赞美。建设一所向美而生的学校，让教

师和学生诗意地栖息在校园里。

学校之美不只是认识美、欣赏
美，更重要的是创造美。向美而
生 ，就 是 引 导 师 生 进 行 美 的 创

造。它并不是神秘事情，而是日
常可为的实践活动。它融汇在环
境、课程、评价中，更在人与环境

的关系中。
向美而生，建设内外兼美的学

校，以教育之美培养人之美，是建

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提升教育境界、人生质量的最
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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