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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教育下《美陶》校本课程的构建
白　洁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适合”教育是尊重生命发展的教育，以关怀每一个生命个体为根本，促进学生健康成长。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长提出：

“二十一世纪人类最好的教育，是让每个学生享受适合自己的教育。”“适合”教育不仅是时代需要，更符合我国传统的 “道法自然”

的文化根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中指出：“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

供适合的教育”。可见，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学生个体差异，以人为本因材施教，这是核心素养观照下学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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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教育的核心是尊重生命，关怀生命。我校以“成为

更好的我”为适合教育发展的目标，立足“适合”教育基点，构

建丰富多样的立体课程体系，开发适合学生全面发展的校本课程。

创建学校自身发展的办学特色，延续和发展学校视觉艺术品牌，

把陶艺与美术结合，改变传统陶艺工艺性强的特点，立足学生身

心发展的年龄特点，让陶艺教学走入常规课堂。围绕美术核心素养，

融入地方文化，以国标课程为引领，创编特色的《美陶》课程。

一、立足校本文化，创新课程样态

美陶，美是指美育，陶是指陶艺。陶艺与我校校本文化“仁

人合和”的儒家文化渊源相似，从造型到釉色无不体现了中国古

人的哲学观，追求和谐静态的美。而我校的立校文化又赋予了儒

学新的时代观，“仁人合和教育”的核心在于尊重个性，发展个

性，和谐发展，共同发展。在这样的校园文化背景之下，学校经

过近 10 年的教学摸索与实践，以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为起点，培养

学生的合作能力、参与能力；开发学生创造力，充分发挥美术学

科的美育功能。构建学生的立体空间思维，注重学生思维的拓展。

以美育为核心目标，通过课程群的建设，培养综合素养，开发学

生创造力、想象力，拓宽学生的思维，提高审美品位和审美能力

以及艺术表现能力，使学生获得审美的愉悦，陶冶情操，丰富情感，

增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热爱及责任感，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

望与能力。从学生发展角度，构建了美陶课程的基础样态。将美

术与陶艺结合，创设了学科融合、课程与活动融合的多元课程形式。

二、“适合教育”观照下的美陶课程图谱构建

（一）以国标课程校本化实践为内容的基础型美陶课程

以课堂教学为实践平台，形成了“国标课程校本化”美陶课

程构建的方式。调查研究苏州地方美术文化，围绕国标美术教材，

建构整合大单元课程。融地方美术进美术教材，编写课例，实践

研讨。

图 1　《美陶》教材的单元框架

以苏州非遗文化为代表的案例《以刀代笔—澄泥石刻》做了

教学案例的开发，如《我的家乡苏州》《傩面文化》等，运用藏

书澄泥石刻的技艺进行美陶作品创作。

（二）以非遗传承为内容的文化类拓展型美陶课程

以非遗文化为依托，融合德育活动为一体的拓展型课程。苏

州这座古城，先辈们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丰厚性体

现在古城名镇、园林胜迹、街坊民居以至丝绸、刺绣、工艺珍品

等丰富多彩的物化形态，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

博大，是苏州成为中华文苑艺林渊薮之区的重要原因。美陶校本

课程以地方文化为依托，立体地方文化为内容撰写校本教材内容，

传承地方文化，彰显学校特色，为非物质文化传承做贡献。

（三）以职业体验为主题的综合实践类创新型美陶课程

以培养学生特长为方向的职业体验类课程，基于研究性学习

的创新课程。在社团课程中开设职业体验课程，创编美术教学案

例，编写职业体验类美术教材。结合德育活动，以综合实践活动

为校外美术学习的课堂形式，如参观博物馆古陶展，走访非遗文

化传承人等校外综合实践研究活动，极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陶冶了学生情操，提升学生实践探究能力，激发学习兴趣，转化

了学习方式，在“双减”政策下，创新了艺术教育课堂实践形式，

扩充了校外艺术课堂的内容与空间。

三、创新多元分层的课程实施路径

美陶课程围绕“适合”教育理念，推动课程形态、课程内容、

实施过程、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变革，旨在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发

展需要、具有完整生命价值的人。从课程实施的内容方式到以学

生为主体的分层教学，在课程实施内容以及实施方法上进行了创

新。

图 2　课程图谱与面向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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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实施内容与方法创新

一是美陶创意课程网络数据平台的建设，以易加互动平台为

基点，数据平台集网络数据采集、资源共享、评价互动学习于一

体。通过数据平台的建设，让特色课程形成区域辐射。改变学生

学习方式，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互动模式，让在线学习更加

生动有趣。二是国标课程校本化的构建，以常规的美术课堂为基

点，以国标美术教材为内容，结合校本教材，旨在以美术课程标

准来落实校本课程内容。学科融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动手能

力等综合能力。三是美陶创意课程的编写以非物质文化内容为基

点，落实贯彻美术学科的核心素养，同时以文化脉络为课程隐线，

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养成。吸引学生关注传统文化，理解文化中

的艺术现象。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见解。更能创新传统文化，形

成自己的审美感知能力。热爱传统文化，做传统文化的接班人。

（二）课程实施形式创新

基于初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学习水平的差异性，实行分层教学。

坚持“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教育思想，课程实施分以下三个层次

进行：以课程丰富内涵，以社团和工作室拓展课堂，保证绝大多

数学生能达成课程目标，同时又能满足部分学生高层次的需求。

分层教学核心在于关注学生学习方式、学习能力的改变，以促进

学生自主学习，提高陶艺学习技能和培养审美能力，把学生的学

习过程由被动接受变成主动，构建美学知识和技能，提高批判性

思维以及分析和解决创作实际问题能力的过程，满足学生个性化

学习和发展的需要，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以活动促进课程

的延伸和拓展，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以致用，提升综合素养。同时积极拓展校外活动，让学生参与

社会活动，培养价值观、团队合作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树立积

极向上的人生观。获取自我价值的方向与认知，形成自我发展的

内驱力，形成核心价值的认同感。

图 3　《美陶》封面与教材内页

四、建立学生过程性成长的绿色评价机制

（一）创新评价功能

从评价促教转向评价促学，通过数字化，切实有效、方便快

捷地实行学生学业成就的全面、即时、精确的过程性、多样性与

多维性采集和评价，并且能及时反馈，改善学生学习的方法，促

进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反思。交互影响分析、及时的学情反馈、有

效地诊断性评价、实时的可视化数据、记录、分析学习行为，定

制个性化学习模式。

（二）建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性评价体系

易加学院的前学、共学、延学环节为过程性评价提供了数据

采集和科学诊断的依据。注重学生个体的差异，强调鼓励性和体

现发展性，学生具有独特性，而面对知识每个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和接受过程也是不一样，绿色评价机制更应该关注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所获得的成长体验、面对挫折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以及团

队合作中的人际处事能力，而非简单的“表象性”评价，“结果性”

评价。

（三）形成以“自我”认知为导向的评价模式

评价主体是多元的，最终促进学生发展的是自我的认知与觉

醒，一切外在的因素的刺激最终需要内驱力唤醒。评价的最终目

的是由“外塑”到“内化”，而只有当学生在自我评价中反思、

成长，才能最终在“过程中”获得突破。学习的成长不仅仅是知

识的获取，而是心理的发展、综合能力的提升等。评价过程是促

进学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认同的过程，是促进学生身心

发展的催化剂。

总之，以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本，注重学习过程中综合能力

的培养，将自主性、选择性、倾向性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自己

的主人，唤醒生命内在成长动力。立足校本文化，开发特色的视

觉艺术课程，为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践行

适合教育的有效途径，让教育落地开花，让生命内动觉醒。“适合”

教育课程文化，让生命自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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