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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美于心———浅谈“苏式课堂”下的美育课程

庞锦娜

（江苏省张家港市鹿苑幼儿园 江苏 张家港 215616）
摘 要：美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本质在于理解自然和社会的美，理解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美。 “苏式

课堂”让教师在课堂探索的道路上照相辉映，在追求灵动、精致、质朴的课堂特色上照射出不同的流光溢彩，在“苏式课堂”的引领下

我园的美育课程会在不断的探索中生生不息也会在孩子心中播下一颗颗美的种子，育美于心，施美于行，让孩子们收获属于自己的

那一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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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笔尖在苏州这座温 婉 闲 适 的 古 城 镌 刻 下 了 千 年 的

韵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苏州人。 也正是这些勤劳智慧的苏

州人， 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璀璨的文化的结晶，自

范仲淹创建苏州府学以来， 先贤们的思想照亮了如今的课堂。
在这个多元文化与丰富教育理念所充斥的教育大环境下，苏州

作为全国著名的院士之乡秉承着优秀的吴地文化传统，树立了

别具一格的教育指南针：“苏式教学”与“苏式课堂”。 苏州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关于推进中小学“苏式教学”与“苏式课堂”实践

与研究的工作意见》中指出：“‘苏式教学’与‘苏式课堂’是教育

教学一般规律在苏州的独特表现。 是基于苏州教育传统和实践

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苏州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

引领作用。 ”
基于对苏式课堂的理解、贯彻与实施，我园以“播下美的种

子”为教育理念开展了一系列有着灵动、开放、简约、精 致 等 苏

式课堂特点的美育课程。 别林斯基是这样说的：“美都是从灵魂

深处发出的。 ”所以美丽的心灵远远比美丽的外表更难能可贵，
要让美从孩子的内心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 凯洛夫又是这样形

容美育的：美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缺 少 的 部 分，它 的

本质在于理解自然和社会的美， 理解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美。
推开我园苏式课堂下美育课程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到一颗颗美

的种子正在幼儿的心中茁壮成长：
1 设计精妙———浇灌“兴趣之水”

兴趣在幼儿接受美术教育过程当中扮演着 “最好教师”的

重要引导角色， 只有对美术产生兴趣， 才 会 乐 意 接 受 美 的 教

育。 “苏式课堂”也讲求对于课程内容的把握，不离“精 致”二

字，就如同苏州园林的错落有致、曲径通幽，让人们从不同的角

度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兴致盎然，所以在美术教育过程当中，
教师要充分利用幼儿对于新鲜事物感兴趣的这一特性，采取有

效的方式引导幼儿提高美的感受能力，全面的激发幼儿的学习

兴趣。
1.1 灵动的教学形式

“苏 式 课 堂”讲 究 灵 巧 与 变 化，就 如 苏 州 的 水 沉 静 而 又 内

敛，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滋润着人们的性格。 课堂的精彩

在于充满变化的教学形式，需要老师活泼的教也需要学生更加

活泼的学，并且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汇聚成涓涓美育的细

流注入孩子的心田。
1.2 融合的教学技术

在这个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 的 教 育 时 代，“苏 式

课堂”也必然要与时俱进，近年来信息技术提 升 工 程 正 如 火 如

荼的开展着，也督促着我们教师要跟上发展的 步 伐，旨 在 使 课

堂教学变得更加形象生动。 一些比较常见信息技术的如 PPT、
flesh 可以将静态的图像转化为动态的模型，用动画吸引孩子们

的眼球。 现在比较普遍的还有电子白板的运用，使得枯燥的黑板

可以变为一个可触控的魔法屏幕，增强了幼儿的兴趣。
2 包容万象———接受大自然的表象“空气”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小桥水巷多。 ”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 居住在这个依山傍水的江南小镇的人们依稀可

以看出骨子里悠悠水韵的律动。 苏州水与水一般的苏州人体现

为大自然向人的生成，而如水般细致、质朴的“苏式课堂”也在大

自然的包容下绽开美丽的精神之花。
我园的美育课程讲求文化美、行为美、礼仪美，正如苏州人

那恬淡的性格一样，不绮丽的花香味最是芬芳悠长。 那么如何在

幼儿心中培植这样美的种子， 取决于教师要如何提高幼儿的审

美能力，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而

幼儿的思维水平和想象水平还未发展完善， 所以在理解方面就

要靠教师的循循善诱了。 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小的事物都能成

为孩子们脑海中美术的素材： 丰富多彩的大自然、 美丽的幼儿

园、有趣的连环画、可爱的玩具……或让孩子们将平时的出游、
节日的欢乐、 奇妙的故事插上想象的翅膀也能变成一幅幅趣味

横生的画卷。
3 和而不同———沐浴“生活阳光”

“苏式课堂”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不过，在坚守区域文

化特色的同时，应当汲取多元文化的营养。 在美育教学亦应该如

此，学会吸收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内化为美的感悟，将丑恶的东

西摒弃，不断地充实完善内心美好的种子。 幼儿美育的过程中要

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处处接受美的熏陶，而幼儿的“美”也不至于

眼中的世界，更重要的还是内心世界的美好纯洁。 这也要求我们

教师要将环境布置得符合幼儿的审美的同时也要让品德美根植

于幼儿的心灵。
“苏式课堂”让教师在课堂探索的道路上照相辉映，在追求

灵动、精致、质朴的课堂特色上照射出不同的流光溢彩，相信在

“苏式课堂”的引领下我园的美育课程会在不断的探索中生生不

息也会在孩子心中播下一颗颗美的种子，育美于心，施美于行，
让孩子们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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