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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艺术环境与条件的建设直接影

响艺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尤其是师资队

伍缺乏的山区海岛学校。浙江省将“教育

共富”纳入“共同富裕示范区”不可缺少的

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互联网学校”也因此

应运而生。

“让我们一起来上课”
关于艺术互联网学校建设的实践探索

艺术互联网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山区海岛学校艺术师资与课程不足的

“燃眉之急”，它是基于网络的“在线同步

教学”。

从师生配比的角度看，我们把支援学

校和受援学校两端的师生分别进行配置，

即远程支援方教师为“1”，支援方现场学生

为“N”，受援方班级所在的辅助老师作为

另一个“1”，受援方学校班级（一个或几个

班级，也可以是以社团组成）所在的学生为

“n”，由此，艺术互联网学校的日常教学活

动可以配比出多种样式，比如“双师双生”

“双师一生”“一师一生”等。

通过长时间的教学实践，“双师一生”

成为比较确定有效的教学样式。“双师”即

一位主进教师，加一位远程学校的辅助教

师，形成课堂教师组合。主讲教师“专心”

地给远程学生上课；远程辅助教师，进行必

要的现场管理，转述主讲教师的意图，及时

获取学生的学习反馈，使远程的学生有现

场感。

对辅助教师来说，参与艺术互联网学

校的教学，还会有一些“意外收获”。首先

更多注意力在学生身上。根据教学进程

观察现场学生，反馈学生的现场学习情况，

促使课堂获得更佳的学习效果。其次向

主讲教师“贴身”学习教学技能。获得“同

步教学跟进学习”的机会，能跟着主讲教师

迅速且持续地获得教学辅导，以提升自身

的教学水平。这种难得的机会远比其他

任何形式的学习效果好。

于是，在实际的艺术互联网教学中，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支援学校的直播

室里，一位教师在上课，很多位教师在直播

室里现场听课，而在远程的另一端，辅助教

师也并不是一位而是很多位，还有更多的

听课者。

以每一次课堂教学为一个单位，我们

将艺术互联网学校“双师一生”的教学样式

逐步形成了以下三个基本步骤。

步骤一（课前教学准备）：双方学校相

互的教学告知（时间节点、地点、课表设

置），教学内容与方法讨论，课前教学器材

与场地准备，学生工具与材料准备，设备调

试等工作等。这个步骤简称“课前七项”。

步骤二（课中教学实施）：由主讲教师和辅

助教师开展“组合教学”，使教学更贴近学

生。教学实施最重要的是两项，一是关注

每一个孩子的学习情况，二是及时获得反

馈并展开评价。步骤三（课后教学研讨）：

课堂教学结束，现场教师立刻开展复盘讨

论，回顾教学细节，特别是对每一类学生的

学习情况开展分析与研讨，反馈、总结，以

获得进一步的跟进措施，也可以对下一次

课堂教学提出建议与准备要求。

有了这个“基本步骤样式”，使艺术互

联网学校的每堂课都有明确的过程与落

实要求，每节课的教学落实及效果反馈也

有了重要的数据。

“一堂课教学见实效”
艺术互联网课程广受欢迎的深层落实

在艺术互联网学校“飞过千山万水”

的互动中，关于美育的话题，也渐渐地在山

村海岛学校里弥散开来。

以本人开发的艺术互联网学校课程

《童心线舞》为例，执教的第一刻，便是“热

火朝天”的场面。屏幕那头的孩子们对艺

术充满渴望，他们大声回答、大胆提问。原

来担心他们不会画、不敢画，可课堂的效果

却远远出乎我的预计，孩子们的作品，足以

打动每一个老师，也深深地震撼着我：给孩

子一片天空，他们一样可以用稚嫩的小手

画出心中最美的世界。

孩子们通过老师给我发来视频，说他

们上课的感受，孩子们的周记日记和作文

里，写的全是这节艺术互联网课堂⋯⋯

如何让艺术互联网学习的效果更佳，

并且能够持续深入地开展，我们通过实践

与研究总结了以下经验。

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来自于基本的

条件设施保障，从基于互联网教学设备的

教室配置，到整体学习环境的布置，包括所

在学校的重视程度，都会高度地影响到学

习的过程与效果。这需要支援学校和受

援学校双方共同配合，不断地创造条件改

善教学场所，便互联网课堂的教学更贴近

学生的需要。

课前准备是上好每堂的保证。艺术

互联网课堂需要老师不断地变革课堂，拓

宽课堂宽度，增加课堂的趣味度，提升自己

的教学能力，特别是通过屏幕进行的远程

课堂教学能力，使自己的课堂教学符合远

方孩子学习的需要，从而让课堂里的学习

变得深入有效。

孩子的艺术学习需要有针对性的鼓

励。在艺术课堂里，及时地呈现欣赏作品，

帮助学生解读作品，教会学生鼓励自己和

同学的方法，把“他们自己都看不上”的作

品用作示范作品来呈现，让一次次的意外

与惊喜成为孩子们努力学习的不竭动力。

在课堂里营造宽松有趣的学习过程，学习

才会更有效更投入。

“从无到有再到消失”
艺术互联网学校是教育共富的桥梁

通过艺术互联网学校，我们希望实践

教育的真正共富，教育应该是“大家好才是

真的好”。

艺术互联网学校为山区海岛的师生们

打开了一扇通向美和世界的门，感受艺术

与生活的关系，感知所处的世界，看名家看

名作，听名师上好课，“看到了另外一片

天”。同时，孩子们的艺术素养普遍得到提

升，从一所学校参与当地区域艺术素养监

测的情况来看，通过艺术互联网学校课堂

学习的班级，监测优秀率分别为 57.7%，

62.1%，75.0%，高出其他班级三倍之多。

老师们更是在教学观念和具体方法

上，“有了巨大的改变”“学习了屏幕那头老

师们对课堂教学的热情，感受到了他们对

教育的热爱”“素不相识都要这么帮助孩

子，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停止前进”，这样发

自肺腑的话语落实在了日常教学中。在名

师带领下，受援学校的老师们像“开了挂一

样地持续跟着学习”，教师们快速进步与成

长，在较短的间内取得了大量的成绩。一

位当地的艺术学科老师，两年多时间里，

“光是各类奖状和证书就拿了几十张”。

开展艺术互联网学校的根本是为了

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从长远来看，我

们也期待艺术互联网学校的“消失”，让受

援校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有自己的艺

术师资和艺术教育的新格局。“我们飞越千

山万水，只为你有自己的全部。”那时候的

艺术互联网学校，不再是一头向另一头“单

向输出”，而是双方共同交流讨论与交流的

存在。

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海创小学校长、省特级教师章献明为艺术互联网学校的学生授课

艺术互联网课堂中的学生习作

飞过万水千山来教你
——“艺术互联网学校”课程的实施探索

■章献明（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海创小学）

飞过万水千山来教你
——“艺术互联网学校”课程的实施探索

■章献明（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海创小学）

“我愿意飞过千山万水来教你，只为你能成为有用、有趣的人。”（章献明）

2022年4月，浙江省“艺术互联网学校”全面启动，作为浙江省政府“6+1+1”系统平台重大改革（重大应用）“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项目中的核心子场景，艺术互联

网学校帮助山区海岛及农村偏远学校缓解专职艺术教师紧缺的现状，充分发挥名师带领下的团队作用，并以多种形态同时精准助力浙江省农村学校的美育工作，提高艺术学科

教学质量。

作为全省首批特聘专家，章献明主持的“章献明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也受邀成为首批入驻全省艺术互联网学校的名师团队，其所在的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海创小学也成为首

批基地学校。两年多来，章献明带领学校和工作室为乡村海岛等学校开设课程60多门，上课超700节，受益学生超150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