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的跨学科推进和纵深领域
的活动开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孩
子们“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寓教于

乐，发掘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提高了孩子们的动手实践和审
美鉴赏能力，何乐而不为。

在“双减”背景下，学校仍需大力提
升课后服务水平，我们也将持续推进
《艺点创意》课程不断总结实施成效经

验，为课后服务创新升级提供理论研究
基础和实践操作模式，以开启新一扇想
象之窗、创造之门，增加一条新的思路。

科艺托管并蒂花开 创意课程阡陌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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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意“艺”点通，科艺融合经纬有序

在此背景下，学校在素质托管
服务中，逐步开发并实施《艺点创
意》校本课程，把艺术表现和科创活
动相结合，作为学科知识的有效拓
展，既致力于缓解学生的学业压力，
又能反哺国家课程的学习内容，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给学生带来全
新的课程体验。

（一）厚植创客基因：构建“五级
进阶”的课程体系

《艺点创意》课程内容包含了点
线面、声光电、磁力机械、艺术创作
和工业设计等多方面知识，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以实践为核心，以创
意为目的，来提升孩子们的创客创
新与实践能力。课程分为五个阶段：

1.初级阶段的教学融入基本的
数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劳动技能
和设计元素，培养孩子的审美，让孩
子能够独立制作作品。

2.中级阶段除了学科知识的潜
移默化，还增加了材料探索、色彩探
索和科学探索，让孩子初步了解各
种材质、肌理与质感，色彩的情感认
知及自然、电子等科学理论知识，能
够制作有点难度的作品。

3.高级阶段的教学是技术探索
和实验探索，让孩子安全操作工具，
学习传统工艺（非遗），通过对结构
设计、机械设计、物理、计算机等知
识点的教学，采用实验与探索来进
行课题设计与制作。

4.超级阶段的教学为创意构思
和产品设计课程，让孩子继续学习
与深挖各学科知识，同时培养和提
升学生的自主意识，学会发现常用
产品的不同功能或问题，提出问题，
并通过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转化
为实际产品。

5.专家阶段的教学方向为无意
识设计课程、综合材料设计和跨界
设计，让孩子进行艺术、材料、数学、

生物学、化学、物理及人工智能的跨
学科设计，自主提出课题并达成。

在创意课程中，学生逐步学习
科学知识，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合作
完成项目，拓宽孩子们的视野，也培
养了孩子们创造性劳动能力和独创
性高阶思维。例如，“电动萌宠”制作
完成了电机马达的运用与造型设计
语言如何和谐统一；“旋转木马”用
到声光电的结合。

（二）艺术表现加持：达成“基于
设计”的美育功能

科技制作通常都关注实用性，
但在作品中，美观性也同样重要。

美育是“五育”中的重要一环，如
何让同学们认识美，感受美，创造美，
也是课后服务的重中之重。《艺点创
意》基于设计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孩子们不仅能够接触到艺术作品，如
贝聿铭、草间弥生、达芬奇等作品，还

能够学习到多样的设计理念。例如，
在《平面构成：包包设计师》这一课，
综合了点线面的知识，通过介绍草间
弥生的波点艺术，让同学们不仅能够
学习到点线面的实际应用，还能体会
艺术美感，激发创作灵感。

通过一次次作品的练习，孩子
们能够认识美丽、感受美丽，渐渐地
将其应用于作品之中。作品完成后，
每一个作品都会从设计创意性、外
观美观性、作品完整性及设计理念
等多个维度综合评分，让学生能够
思考如何制作具有美感，符合设计
学的作品。

让艺术元素和科学知识经纬有
序地排列和布局，组合成的《艺点创
意》课程适配于课后托管服务，可将
校内文化课的知识在课堂上实现二
次应用，让孩子们在动手设计中发
现自己的兴趣，提升实践与创造力，
最终变身成具有善于思考和批判性
思维的“小创客”。

教育部要求落实“双减”的同时积极推动“双增”，即增加学生参加户外运动、体育

锻炼、艺术活动、劳动的机会和时间，落细落到实处，增加学生接受体育和美育方面课

外培训的时间和机会，让家长更多地关注孩子的综合素质和健康发展，这也给学校课

后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如何在基础托管服务之外的素质拓展服务中满足学生

多样化需求，成为了当下学校的重要课题。

二、创意“艺”点亮，课程活动阡陌纵横

（一）创新模式：横跨多个学科
领域推进课程

课堂实施通过创设的“理论学
习+艺术延伸+动手创作”三环情境
模式，横跨各学科领域使《艺点创
意》课程落地。

1.在理论学习环节中，教师会通
过文字图片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帮
助学生掌握本节课知识点，并用提
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自己说出知识点
的解析。每个阶段学生都能学习到
适合自己程度的新的知识。配合以
奖励机制，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养成
观察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例如在《平面构成：风情建筑》
这一课中，课堂的导入环节会展现
几张生活中常见的水果，用有趣的
方式将水果切开便得到一个横截
面，引出本节课的主题。以提问的形
式引导孩子找出生活中常见的面，
并穿插科学链接来拓展学科知识。

2.艺术延伸环节则是用艺术链
接拓展学生的认知、丰富学生的眼
界，每节课介绍一到两位艺术家及

其优秀作品。讲述艺术家的艺术简
历、创作背景，使得学生对艺术家的
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环节通
常用艺术家的作品承上启下，向上
呼应本节课知识点，向下引出创作
部分，启发孩子想象力。

3.动手创作环节既是对基础知
识的延伸，也是一节课所学知识的
体现。要求学生结合前两个环节知
识点，运用提供的材料与工具，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创意制作。教师
在制作之前提供多种制作的方式，
以及完成的作品，便于学生开阔思
路，发挥想象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引导学生手脑联盟，合作或自我创
作，激发学生的创想理念，结合所学
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另外，要
求学生能阐述作品所含的知识点、
构思及创意。

在授课的过程中，老师们也挖
掘出许许多多孩子的特长，有些擅
长动手，有些喜欢绘画，有些富有创
意。第一学段部分同学很会思考，每
次创作时都会有许多奇思妙想，虽
然在作品呈现时效果并不是很理

想，但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都能够
将自己的想法最大化地呈现在自己
的作品上，向我们展现一幅幅充满
创造力的作品。也有许多同学有了
可喜的进步，从一开始拿到材料时
的手足无措、无从下手，到现在时的
得心应手，迫不及待开始创作。一些
低年级小朋友之前不能熟练运用小
刀剪子、泡沫胶带等这些基础工具，
一学期后动手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并且在规定时间能够独自或合
作完成一幅作品。

（二）拓宽渠道：纵深挖掘时事
资源开展活动

每学期除了一个阶段的课程
外，还有学生游考会上的作品展、校
园数创节里的科技制作等各类展
览、比赛活动。在展览中，学生之间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欣赏观摩他人
的作品，从而在日后的课程学习中
有所提升；在活动中，学生通过科技
制作，在手脑并用中学习，在学习中
动手动脑，让更多学生感受到《艺点

创意》课程的辐射力，鼓励孩子们主
动学习，积极探索未知领域。

1.每学期第一学段学生都会在
室内体育馆开展期末游考活动，创
意课程内容也会参与其中。上学期，
游考展位布置了“火山爆发”“火箭
发射”“循迹机器人”三个生动的主
题模型，在了解科学知识运用、科技
创新前沿的同时，也让孩子们对未
来科技生活展开遐想。

2.今年寒假正值冬奥会，结合课
程内容借此契机举办了“相约高实·
牵手冬奥”冰雪嘉年华活动，开展了
主题为“助力冬奥我来拍”“牵手冬
奥我来做”“共享冬奥我来捐”“激情
冬奥我来讲”的项目化学习，为孩子
们带来了一场冰雪运动的盛宴。特
别是许多同学有机结合环保理念、
科技知识与冬奥文化，创作了未来
奥运城、比赛项目馆、吉祥物欢乐天
地、冬奥会海报……每个作品创意
之丰富，制作之精美都让人惊叹，从
中也让人感受到《艺点创意》课程的
魅力所在。

“双减”政策下，基层教师课程教学设计如何突破原有模式？大家又有何心得体会？近段时间，《明州

教育》专栏联合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对此开展论文征稿。经审稿委员会评审，现刊出其中部分优秀论

文，供各位老师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三、总结与反思

现代金报 明州教育 A16
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曹优静 审读：邱立波

教师
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