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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文件，成为全面推

进学校“五育”融合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因此，将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嘉兴美育团队应时而动，积极探索美术教学“三重境”区

域范式的构架和研究。“三重境”是指探究事物由表及里的三个阶段——观察事

物的外在样貌（什么）、解析事物的抽象构成（怎么）、探究事物的核心内质（为什

么），即“内容－形式－精神”。本文从美育和劳动教育出发，探索二者融通之

“三重境”路径，重点阐述基于一校一品的“以劳益美”的内容体系、实施过程与方

法、评价策略。

“以劳益美”实施内容体系

加强学校特色建设，是学校内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学校品位，提升学

校知名度的重要举措。规划“以劳益美”的美育课程目标，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为导向，探索“一校一品”美劳课程构建，坚持以劳动教育为载体的以美育人、以

美化人、以美培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实现学校美育品牌构建，提高学生核心

素养。

“一校一品”美劳课程超越了传统分科中的明显界限，而按照新课程的理念

及创新精神，采用美术、劳动为学科领衔的多学科综合的组织形式，在课程目标

和内容上，加强美术与劳动学科的联系与相互融合，贯通思维，促进学生全面、和

谐发展，提高审美能力，体现审美的本质。例如桐乡崇德小学教育集团语溪小学

的《蓝印花布》课程，教学中鼓励学生用古老的扎染工艺表现当地的文化历史、风

俗民情等，并尝试将蓝印花布设计成了扇子、时装、包袋等文创产品，美劳融合践

行非遗传承。

“以劳益美”实施过程与方法

2022年《艺术课程标准》指出：要坚持以美育人，重视艺术体验，突出课程的

综合。在课程实施方面，强调育人为本，强化素养立意，重视知识内在的关联，加

强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注重感知体验，营造开放的学习情境。可见，艺术学习

不能仅停留在艺术知识与技能上的学习而应该是一种文化观照下的学习。“一校

一品”美劳课程的实施是以美术与劳动为领衔学科，在保留传统的走班制教学，

体艺 2+1，社团等形式的基础上推进“美劳”项目化学习的方式。嘉兴教育学院

在市域内开展了劳动教育课程学习实践的优秀案例征集活动，如平湖市东湖小

学《基于真实情境的劳动课程项目化学习校本实践》的项目化活动，学校首届劳

动节暨劳动周以“劳动·创造·美好”为主题，很好地将“美劳融合”推进项目化学

习。如一年级“酷炫纸飞机”，设置多个分层挑战任务，种类调查，性能测试，造型

学习、现场比拼、主动求学改进等，如五年级“追风的纸鸢”，包含“风筝的设计、制

作和放飞”三项任务。从不同角度深度捆绑两个学科，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培

育学生在“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个维度的核心素养，提升

学生热爱劳动、热爱艺术的美好情感。

“以劳益美”评价策略

课程评价是一种获得信息和改进决策的过程，能测评教学效果、诊断学习困

难，调整教学过程，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因此，需要健全“以劳益美”的评价策略，

促进“一校一品”课程实施良性循环。通过课程评价，助推美育与劳育融通的实

践，破解美育和劳育融通的难点，推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走实走深，形成最佳育人效能。

弘扬正确的美育和劳育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长

期浸润的过程。通过课程评价，引导学生通过自己对劳动教育的理解，激发学生

对于美的认知，引导学生关注劳动教育，让美育和劳动教育助力自身的成长。充

分展示学生的美术素养、创意思维以及对于劳动实践和劳动精神的认识和理解。

劳动创造美，如何通过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和日益需要的劳动教育巧妙结合，并且不断拓展其劳动美育的课程体系和

项目化领域，落实“跨学科教学”的无墙课堂，提升劳动美育的生活特质和精神内涵，更好地让“立德树人”的美育观和新课标背景下

的学科教学进行融合，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同仁共同探究和实践。

本期，我们试图从劳动本色美、艺术劳作美与美学生活美等方面讨论劳育与美育的跨学科案例及教学探索。

以劳益美
三重境路径探索

■沈水明（嘉兴教育学院）

《麦田的秘密》一课选自学校美术拓展

性课程《农民画大魔方》（浙江省精品课

程），引导学生通过“探究、体验、表达”的

项目化任务，感受麦田的意境之美和劳作

之辛苦。通过“美育+劳育”融合式教学，

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热爱劳动的美好品

格。

任务一：“麦子秘密”多维探究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鱼米

之乡的嘉兴，承载着世代劳动人民的生活辛

劳与生存希望，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劳作文

化。这为我们探索劳动与美育的融合途径，

发掘劳动的经典美，挖掘两者融合深层次的

教育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美术教学中，我们主张打开儿童的视

野去引导儿童认识世界。家乡的一片金黄

麦子，承载着什么？我们走进它，看一看、闻

一闻、摸一摸、画一画⋯⋯同学们用各种感

官和方式探索、感受麦子的秘密，身临其境

地与麦子来个“亲密”接触。教师在课堂里

呈现真实的麦子，让学生欣赏生活中的真实

麦子，经历多重感受过程，让学生充分感受

麦子的特征，比较全面地认识麦子，真正打

开儿童的感官体验。

任务二：“麦田主题”多元体验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美术课堂需要从学

生的生活出发，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让学

生去亲近生活、经历生活、感知生活，才能唤

醒儿童的思想。教师呈现麦田情景图，让学

生在解读麦田四季过程的情景图中经历多

元体验的过程。同学们模拟割麦子的动作，

在弯腰、用力中深切地体会到了农民的辛

苦。观察收割机收稻，感受现代化收割机器

的高效等等。课件出示麦田四季的照片，引

导学生欣赏、感悟、思考每一个季节的麦田

主题是什么？

学生在这种沉浸式体验与模拟实践中

既能不断提高劳动能力，又能增强发自内心

的劳动自信。在劳动体验的过程中激发学

生对美的渴望。只有不断唤醒学生对美的

渴望，让学生具备欣赏美、表达美和创造美

的能力，才能有助于学生在劳动中培养劳动

意识、劳动情感和劳动能力，实现劳动教育

本质的升华。

任务三：“麦田劳动”多样表达

美育和劳动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劳

动教育中孕育着丰富的美育元素，劳动能发

现美、培育美、创造美。美好的事物、美好的

情感反过来又能激发劳动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即以劳益美，以美促劳。儿童的表

达往往基于生活的观察，教师提供各种麦田

劳作图给学生欣赏，让学生经历主题创作的

过程，促使学生进行直接的创作表达，升华

他们的创意，使作品充满艺术性。引导学生

运用个性化的方法表现作品，表达对劳动的

热爱。

美是滋养心灵、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

重要源泉，人只有在追求生活中的美、感受

生活中的美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生命的本

真性和发展性。劳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

特殊形式，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

动。只有热爱劳动、富有劳动情感的人，才

能对劳动本身、劳动创造等抱有强烈愿望，

在热爱、奉献、尚美等正向劳动情感的激励

下投身于劳动创造中。《麦田的秘密》一课，

在美劳融合的理念下，在拓展性课程的支撑

下，在项目化学习的活动中，润物细无声，潜

移默化地在学生心里播撒了“劳动之美”的

种子。

“劳动创造美”，将学生喜闻乐见的美育

活动和劳动教育巧妙融合，并拓展和丰厚劳

动美育的课程体系和项目化活动，提升学生

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品质，是我们一线教师未

来要努力的方向。

“麦田的秘密”
教学实践

■厉坚芳（嘉兴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

学生“麦田主题”作品学生“麦田主题”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