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溪市匡堰实验学校
把“越窑青瓷”带进课堂
揉成团、搓成条、压成片……

“慈溪娃”在“玩泥巴”中
传承和发扬家乡美

越窑青瓷主要产地是在浙江省的宁
绍地区，也就是现今的慈溪市上林湖，慈
溪市匡堰实验学校地处于青瓷文化的核
心发源地，开展青瓷教学有着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匡堰实验学校越窑青瓷工
作坊引越窑青瓷入校园课堂，形成越窑

青瓷特色项目，特色教育成果显著。
越窑青瓷工作坊项目式教学，以九

年一贯制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为依据，
在课程设置中呈现螺旋上升的状态，以
三大主题跨学科综合探索并融合社会
资源，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协作项目探

究，传承越窑青瓷传统文化。项目式教
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开扩了学生
的眼界，让学生学会以宏观的角度看待
问题，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
和方法。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 陶育义

“秘色瓷都，智造慈

溪”是慈溪的“代言词”，

近年来，慈溪依托上林

湖越窑遗址丰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恢复越窑青

瓷烧制技艺，重构越窑

青瓷产业，不断提升影

响力，使青瓷成为慈溪

亮丽的城市名片。

慈溪市匡堰实验学

校则将越窑青瓷带进美

育课堂，开展项目化教

学，以青瓷赏析、青瓷制

作，青瓷瓯乐为三大主

题，深入了解越窑青瓷

的文化底蕴，并掌握制

作技巧，同时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与精神内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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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玩泥巴”中了解家门口的青瓷文化

“老师，怎么做鱼鳞和鱼鳍？”“老
师，为什么我的鱼立不住？”近日，该校
三年级学生们正在学习青瓷的制作。据
了解，在小学阶段的越窑青瓷课程设置
中，青瓷赏析和制作是同步进行的。

“小学生好奇心强，喜欢玩游戏。因
此，我们在前期准备中，让学生尽情‘玩
泥巴’，去充分体验泥‘性’，寓教于乐，
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校美
术老师高倩倩告诉记者。

学生们从最开始的小心翼翼到后
来的随心所欲，他们或把泥巴揉成团、
搓成条、压成片，泥巴在他们手里呈现
出各种形状，泥与水的游戏是一场试

“错”的过程，错误逐渐减少，从而形成
正确的结果，玩着玩着，便理解了泥与
水的关系。

到了高年级，他们对青瓷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八（2）班颜格在参与青瓷制
作的实践活动后，便深深地爱上了它，

“我现在已经能熟练地制作青瓷作品。
我把作品送给家人、朋友和老师，他们
无不称赞。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家人也
逐步了解了越窑青瓷文化。”

除了青瓷赏析和制作，学生们还会
进行项目化学习。近日，七年级学生们
在校园越窑青瓷工作坊内进行一场研
究，像考古学家一般，拿着放大镜仔细

地研究器物上的纹样特点，并把疑问记
录在表格内。

这是学生们正在进行青瓷碎片纹
饰——植物花草纹的探究项目，学生们
通过观察，提炼出植物花草纹饰基本问
题，项目负责老师根据学生们提出的问
题和记录的信息，确立项目探究目标。
依据目标，老师会把各个学科零散的知
识和技能串成一条主线，并为每个关键
知识点设计具体的探究活动。

“以工作坊为项目支点，进行全方位、
跨学科地渗透，从学生问题出发设计探究
活动环节，更好地引导学生深入浅出地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高倩倩说。

珍品陈列室、拓展课教室……打造硬核校园微型博物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
更好地开展越窑青瓷的教学与实践，学
校打造了展示与收藏为一体的校园微
型博物馆式项目化教学场所。其中包括
越窑青瓷历史文化墙面、越窑青瓷作品
展厅，越窑青瓷珍品陈列室，各拓展课
教室分布呈现轴对称样式，各功能室依
次对开，各显特色。

走进学校越窑青瓷博物馆大门，两
侧墙面陈设总会让人眼前一亮。记者看
到，在一楼两侧和楼梯转角处的墙面，
墙面上使用凹凸设计，陈列着各时期的
青瓷碎片。在二楼两侧墙面上以图文结

合的形式展示越窑青瓷发展史、制作过
程与技法、学生活动照片等。

走在工作坊走廊上，传来瓯乐的
声音，青瓷瓯乐社团学生们正在演奏
瓯乐版《小星星》。青瓷瓯乐社团作为
学校特色社团，教室中央摆放着一些
形状不一的瓷器，每个瓷器中都装了
深浅不一的清水，学生们用手或工具，
采取敲打、摩擦等形式，演绎出清脆动
听的乐曲。

据悉，学校还邀请青瓷瓯乐非遗传
承人丁钊年大师，每周进校给学生授
课。丁大师带着社团到多地进行演出，

获得了广泛好评。
五（1）班高熠雯同学是青瓷瓯乐的

表演者之一，她说：“越窑青瓷是慈溪的
一张重要名片，学习青瓷瓯乐演奏不仅
能锻炼我们动手能力，更能传承和弘扬
家乡的传统文化。”

学校每学期都会带领学生来到上
林湖越窑博物馆和越窑青瓷研究所进
行现场研学活动。在博物馆里，学生能
近距离地接触越窑青瓷珍品，用他们在
课堂中所学到的知识对各个时代青瓷
作品进行鉴别与赏析，也为他们的创作
提供第一手素材。

编写一体化教材，传承发扬越窑青瓷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的两套精品课程教材。”
青瓷制作指导教师王小颖，也是教材编
写的主要负责人，她拿出两本教材，分
别是《上林越瓷风韵》《青瓷文化与制
作》，以青瓷文化历史和制作为两大方
向，其中巧妙地穿插青瓷茶艺和青瓷瓯
乐的相关内容进行跨学科融合，从小学
低段、中段、高段，再到初中开展项目探
究式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在每个学段
打下扎实基础并逐步上升编成严谨的

一体化教材，让项目式教学活动更加的
科学性和系统化。

慈溪匡堰实验越窑青瓷工作坊在
2021年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评比中获
省级二等奖，学生们的青瓷作品在市级
比赛中多次获奖，教师的越窑青瓷论文
多次在国家刊物发表。

学生们的青瓷作品除了在展览馆
内展出，还出现在老师们的办公桌上，
洗手台上，以及家里的茶几上。在各种

节日里，青瓷瓯乐班的同学们行走在乡
镇之间，一敲一击，江南民歌的曲调随
着青瓷波动流转，音色清脆悦耳，韵味
清雅精致。用音乐的形式来宣扬越窑青
瓷的非遗文化，为群众提供了解越窑青
瓷的平台。

越窑青瓷工作坊的项目化教学，更是
让学生们在浸润式的学习环境中找到自
己对越窑青瓷的兴趣所在，并进行传承与
发扬，让越窑青瓷走出校门，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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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骆驼》。学校供图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青瓷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