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年开始
,

学校响亮地提出
“

艺

文并举
,

身心和谐
”

的育人理念
,

而在工作

中实践这个理念成为上任伊始的刁荣祥

及其班子成员们倾心致力的工作
。

对于艺文并举
,

学校的解释是承认

并欣赏生命个体的独特
,

用多元的教育
,

多元的评价
,

实现学生
、

教师的学科文化

修养与艺术家养的协调发展
。

而身心 和

谐
,

学校理解就是个体的身心特点向积

极的方面不断变化
,

各方面的潜在力

不断转化为现实个性
,

使身体和心理和

谐发展
。

以艺文并举为手段
,

实现

身心和谐的 目标 让校园充满 厂

生机 让学生
“

百花齐放
”

帮助

师生享受一种完整幸福的救育

生活
。

这样的定位现在来评判

无 疑是在 真正践行家质教育

的 但在当时很多人着来 这一

举措却是非常 , 险的
。

业界有

人声称这样的变化无异于代价

惊人 的
“

赌博
”

甚至称此举是

学校的声誉以命相搏
。

但少儿艺术学校的探索之

路依然按照既定的方向走 了下

去
、

而且越走越宽
。

教育归根到底就是培养人

的间题
,

这是所有志在教育的

—人们对教育工作的基本认知
。

但是于过程

管理来说
,

关键又在于明确培养什么样的

人
,

如何培养人
。

对于转型中的学校来说
,

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

没有最好的学校
,

只有最适合学生成

长的学校
、

只有最适合学校发展的自身特

点同时也能够使孩子适应的学校
。

这种模

式对全面育人具有很大的优势
,

但对学校

的管理
、

教师育人的方式方法增添了很大

的难度 对学校班子和全体教师队伍是一

个严峨的考脸
。

所以
,

学校不断地给教师强化信心
,

那就是坚定不移地 以普九义务教育为墓

础
,

以小班化教学
、

走读住读结合
、

文化艺

术结合为模式
,

以艺术教育为特色
,

把艺

术教育真正触人到平常的教学活动当中
,

对学生进行智蔽教育
,

即肢体动作智惫
、

语言智惫
、

逻辑思维智慈
、

内省智惫
、

空间

智慈
、

音乐智葱
、

人际智愈和 自然观侧智

惫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

实现
“

学校有特色
,

教学有特点
,

教师有特技
,

学生有特长
,

培

养艺文并举
、

身心和谐
、

全面发展的人
”
的

办学 目标
,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付出

很大的努力和代价
。

学校认识到
,

这样的工作需要信心
,

而增强信心 只有靠诚实
、

荣誉感
、

神圣的

责任感
,

忠实地加以维护和无私地履行职

责
,

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信心
。

春华秋实
,

硕果皿爪

为什么对 自己所选择的这条道路坚

定不移
“

致力于孩子一生的成长
’, ,

现任

校长刁荣祥对记者谈出了这样的认识
。

刁认为
,

一个人
,

在一生成长的过程

中
,

艺术修养至关重要
。

根据国际机构对

众多包括政治风云人物在内的非艺术类

知名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资料表明
,

大都具

备一定的艺术修养
,

有些还有很高的艺术

造诣
,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幼年少年时期得

到过较多的艺术燕陶
,

或接受过一定的艺

术培养
。

艺术思维和艺术气质便得他们与

众不同
。

为什么欧洲人的平均文化气质要

多于其它区城呢
,

这与欧洲这个古典艺术

发源地的艺术培育传统是有紧密关系的
。

因此
,

在现时激烈的竞争条件下
,

艺术修

养也给他们职业生涯增加更多生存发展

的机会
。

学校语文教师李晓蓓也限记者谈到

了与刁校长同样的理解
。

她说 人的大脑

分为左右两侧
,

左脑是人的逻辑脑
,

支持

人的逻辑思维
。

右脑是人的艺术脑
,

影响

人的形象思维
。

原来的教育方式更注重对

学生左脑的开发
,

而往往轻视 了孩子右脑

对其性格
、

想象能力等非智力因素的影

响
。

这样的孩子相 比
,

综合开发情况较好

的学生未来的成就机会往往会高于仅着

重开发左脑的学生
。

李晓蓓说
,

现在社会普迫反映出的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问姗已经越来越突出 成

为一个严重的杜会隐患
。

其实这与这一代

学生在其幼儿及少年时代家庭
、

学校及社

会教育忽视了孩子艺术修养方面的照陶

是有相当关系的
,

加之家庭关系的发展变

化
,

竞争的日益橄烈
,

社会不 良习性的交

叉影响
,

学生心理越发脆弱 稍有刺激
,

便

形成恶性条件反射
。

经过几年实践
,

在李晓蓓所带的班级

里
,

艺术气氛浓郁
,

学生也普遥接受并喜

爱李老师给他们的融艺术文化趣味于一

体的授课方式
。

不仅如此
,

艺术教育也同时促进了该

班级文化课的学习
。

李老师

常在课堂上通过生动而浅显

的表述
,

引导学生学会从生

活中寻找艺术
。

比如
,

她在带

动孩子阅读扭百书时
,

遇到

有学生不认识的生字
,

她不

急于说出最后的答案
,

而是

让孩子们自己展开想象的空

间
,

结合上下文惫思 自己去

思考
。

学校采访中
,

四年级语

文教师李云 , 进入 了我们的

视野 她搜长的特技是通过

语文教学来培葬学生对音乐

的美好情感及感悟能力
,

使

—
得学生切身体会到音乐感染

人
、

愉悦人
、

熏肉人
、

鼓舞人和陶冶性情的

神奇功能
,

领悟到音乐所包容的文化内

涵
。

这样的教学神奇在她所教授的《林中

乐队 》一课时展现得淋演尽致
。

课文《林中

乐队 》描述的是大自然里的各种动物发生

的奇妙的声音
,

表现的是对大自然美好生

活的热爱和向往
。

森林对于城市学生来说

是相当陌生的
,

但李老师想
,

音乐却是同

学们喜欢的
。

于是 她大胆在课堂上通过

模拟音乐创设森林情境
,

让孩子们静心聆

听森林动物的声音
,

了解森林音乐的演赛

乐器
。

不仅如此
,

她还发动学生结合体脸

展开交流并模仿演奏
,

拉近学生与大 自然

的距离
,

与作者产生共鸣
,

达到培养孩子

们热爱森林
、

动物和大自然的情怀
。

这样的教学方式
,

使得孩子耳 目一

新
,

学 习兴趣愈加浓厚
,

授课效果 自然事

半功倍
。

科学与艺术
,

课程与艺术的完美

结合 使学生获得的知识是生动鲜活的
,

也是具体
、

深刻和牢固的
,

对学生来说
,

那

一些课程或许是终生难忘的
。

说到效果
,

四年级一班班主任曾亚林

老师显得极为 自滚
,

因为本文开头那一幕

中的优秀学生徐好就是 , 老师班上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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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名学生

。

据曾老师的介绍
,

正是因为有学校
“

艺文并举
”

的方针
,

才使得学校有很好的

育人条件培养出了许多像徐好式的学生

出来
。

由于父母远在攀枝花工作
,

年
,

随爷爷奶奶生活在成都的徐好来到成都

市少儿文化艺术小学报名
,

从此成为该校

学生
。

小徐好个性鲜明
,

又 热爱学习
,

求知

欲强
,

好奇心浓
,

兴趣广泛
。

在成都市少儿

文化艺术小学里
,

经过专业老师的鉴定和

推荐
,

她选择了一 门艺术特长专业 —古

筝
,

并立下誓言
“

长大要做古筝演奏家
,

让世界知道 中国传统音乐古筝的艺术魅

力
。 ”

这一练就是三 四年
。

经过苦练
,

徐好

已经多次获得国际国内正式比赛大奖
,

并

已经通过考核
,

获得古筝乐器类 级证

书
。

类似徐好这样德艺双纷的优秀学生
,

在这所学校里数不胜数
。

何莹 次荣获拉

丁舞比赛全国一等奖
、

刘君如获文化部艺

术人才选拔赛一等奖
,

周坷获央视
“

非常
”

节 目总冠军
,

曾寒飞成功举办个人画

展
,

武术班多名学生获得
“

国家三级运 动

员
”

称号
,

多名学生获得国家体育总局组

织的比赛金奖
,

学校绘画学生在全国少儿

创作绘画赛中获得国家七部委共同颁发

的一等奖 囊括四川地区参赛的所有该奖

项
,

徐好等同学在由省教育厅和市教育

局联合举办的少儿艺术大赛中获得器乐

类一等奖
,

四年级男生陈红桥因其四川地

区优异的芭曹专业及文化考试第一名的

成绩提前被北京舞蹈学院破格点招为苗

子生直接录取
,

多名学生毕业后被中央音

乐学院附中
、

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

北京舞

蹈学校
、

四川省舞蹈学校
、

四川省艺术学

校等专业学校录取 ⋯ ⋯仅 年一年时

间
,

该校学生共 人次获国家
、

省
、

市
、

区

级奖项
。

与此同时
,

学校一年级新生人学创下

历史新高
,

当年人学人数猛涨为毕业人数

的 倍以上
。

让孩子们享受文化艺术快乐

如何最好地发掘孩子的艺术潜力
,

是

保证学校长期为社会输送合格文化艺术

人才的一大间题
,

成都市少儿文化艺术小

学把握住了一个原则
。

正如副校长陈翔所说
,

整个小学包括

初中都是打基础的黄金阶段
,

如果很小时

期
,

家长
、

学校
、

老师就把孩子定格 了
,

那

么会使孩子未来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

制
。

陈翔非常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着某方

面的艺术天分
,

只是后天是否发现或以适

当的方式得到开启
。

原先的教育培养体系

是比较容易扼杀孩子先天 的艺术天分的
。

而艺术教育原本也应该成为孩子们在这

个阶段可 以尽情享受的
。

在这所学校
,

为

学生们提供的 良好的文化素质教育和艺

术教育
,

并不是简单的 二 ,

而肯定是

一个超值的结果
。

充分发掘孩子的艺术潜能 从进校伊

始就开始进行
。

学校为此建立了一个由知

名专家
、

艺术家
、

艺术教育家共同组成的

学校艺术专业委员会
,

专职负责艺术学科

设立并建议推荐等工作
。

新生人学一段时

间后
,

经过专委会的验证
、

鉴定
,

每个孩子

都可以先期确立结合自己潜在特长和艺

术兴趣的一门甚至多门艺术体育类项 目
,

在接下来的学习中专门培训
。

这个过程是

科学的
。

专家会努力发掘孩子潜在的甚至

可能被长期忽视的艺术
、

心理素质优势
。

在整个学习过程 中
,

专委会专家们还

将对于孩子在学习中出现的种

—
门 种积极和不利的心理表征

、

言

语行为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
、

能力培训 以及合理有效的潜能

干预 为其提供未来的发展方

向和途径的更为科学的学业规

划
。

同时 表现优秀的学生 将

有机会通过推选 参加到各类

有水平的国际国内活动中去

充分展现 自己 的风采 使其学

习生涯成为孩子们更有价值
、

更富指导意义的成长经历
。

不仅如此 学校还时常组

织一些活动 让每个参与活动

的孩子
,

都能够在游戏中展示 自己创造

力
、

学习能力以及抗压能力
,

找到自信
,

使

孩子和他们的家庭都能够了解到每一 个

平凡的未成年人身上都潜藏着非凡的能

力和个性特征
。

最重要的是
,

孩子们在活

动中发现了快乐
,

享受了快乐 从而拥有

一颖热爱生活的健康心灵
。 ,

有了科学的规划和培养人才的途径
,

解决了一个方面的问题
。

同单一的文化学

习一样
,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摆在了

学校老师面前
,

那就是学生们在学校的发

展成长同样也不是完全平衡的
。

由于小学生 的知识背景
、

思维方式和

情感体验与成人不同
,

他们的表达方式往

往不太准确
,

难免会有失误或存在发展速

度迟级一点的问题
。

在成都市少儿文化艺

术小学看来
,

这些反映的都是儿童认识的

阶段性和递进性
,

也都是儿童进步的足

迹
。

如果一旦阻止 了他迈向失误和暂时迟

缓的脚步
,

等于阻断了他迈 向成功的道

路
。

学校陈丽老师在她的一篇研讨学生关

于
“

错
”

的文章中谈到了自己这样的看法
。

知道一个看起来不 成熟 的甚至 是错误 的

见解比什么见解都没有要好得多
。

同时
,

也锻炼 了孩子的心理素质
,

形成不怕失

败
、

百折不挠的品行
。

所以
,

陈丽老师坚决

的提出 作为老师在学生教育教学管理过

程 中
,

千万别让有价值的
“

错误
’,

擦肩而

过
。

当记者问及学校是否会因为强调 了

艺术类教育
,

反过来会影响学生的文化课

学业的学习
。 “

决不会
”

副校长陈翔极 为

坚定地表达 了 自己的意见
, “

我们的 文化

课时安排完全按照 国家规定的要求开 足

开齐
,

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成绩在市
、

区都

是名列前茅的
,

我们学校有 比例的毕

业学生能够进人成都四
、

七
、

九等名校就

读
。

而艺术类课程的学习我们每天安排一

个小时的时间进行
。 ”

当我们向该校学生 家长求证 陈翔的

以上说法时
,

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认同
。

对于搬迁大半个城的学校而言
,

成都

市少儿文化艺术小学挺住了压 力 克服 了

搬迁带来的重重困难
,

以 更加创新的面貌

展现了他们成熟的风采
。

这是许多学校难

以做到的
,

他们做到了
。

作为中国西部惟

一的少儿文化艺术特色窗 口 小学
,

他们正

在为培养社会新一 代的文化艺术人 才孜

孜不倦地努力普
。

更多家庭
,

更多孩子的文化艺术梦想

便从这里 出发了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