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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校外教育点燃孩子创造的火花 

——杨浦区少年宫创造教育经验总结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  朱茹洁 程 巍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点，也是我区作为基础教育

创新实验区，不断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作为开展素质教育的校外主阵地，杨浦区

少年宫多年来一直坚持创新校外教育活动的内容、方法与手段，探索通过校外人

文艺术教育活动、主题教育活动来提升学生的创新素养，点燃孩子创造的火花。 

一、十年磨一剑——杨浦区青少年民族文化培训活动 

2005 年以来，杨浦区少年宫承担了上海市青少年民族文化培训的任务。以

“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宗旨，以社会公益性活动为载体，运用传统

的民族文化形式，融入时代的创新精神，拓宽和提升了我区的艺术教育总体渠道

和水平，我区的培训活动还曾荣获上海市特殊贡献奖。 

（一）整合资源，合力推进培训活动 

第一，整合区域内中小学、职业学校、高等院校的师资、课程、文化等资

源。以少年宫为中心，将资源辐射到区内各中小学，从少年宫、基地学校、民族

文化艺术教育渗透推广校三个层面推进活动有序开展。第二，充分依托区域内社

会和社区资源。以此为载体，向全区宣传和展示民族文化魅力。第三，充分运用

全国、市、区优质师资。建立艺术专家资源库，并聘请上海音乐学院、上海舞蹈

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上海师大艺术系、上海民族乐团等

单位的 60 余位专家作为客座教授定期来我区艺术团指导民族文化培训活动。第

四，将民族文化培训系列活动与市、区有关活动相结合。与市、区（甚至国家级）

艺术教育重大比赛、展演活动以及节假日活动相结合，利用市、区活动资源推进

民族文化培训的普及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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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领辐射，拓展培训项目和基地 

目前，我区的民族文化培训的项目涵盖了民乐、民歌、民舞、民族诗词、书

法、民族绘画、戏曲、戏剧、茶艺、陶艺、工艺等 15 个项目，同步覆盖区域学

校的公益性培训点也达到了 82 个，近 20000 人次学生参与了培训，民族文化培

训成为本区少年儿童课外、校外教育活动的主旋律，少年宫特色活动的主抓手。

第一，民乐引领，成立民族文化艺术教育研究室，不断向全区中小学校渗透和推

广民族文化艺术教育。第二，基地示范，提升民族艺术教育实验基地学校民族文

化培训质量，向全区辐射、渗透民族文化培训。仅 2014 年，经过审核，就有 37

所学校成为少年宫的基地校。少年宫群文、艺术教育基地校特别重视群文、艺术

教育中学生的创新素养、学生的创造力的培养，不少基地校都有有关学生创新素

养、创造力培养的课题研究与专题研究。 

 

 

 

 

 

 

 

 

曹建辉老师主持开展民族文化研究室活动 

（三）创新拓展，丰富民族文化教育内容 

与区创新课程资源库的建设相结合，先后启动了两轮校外艺术课程的实践研

究。目前，教材《小巴腊子炫动大舞台——上海本土文化综合艺术》的编写正在

进行中，涵盖了舞蹈、合唱、民乐、西乐、戏剧、书法、绘画 7 个项目，涉及上

海弄堂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音乐文化等多个方面。旨在通过艺术的载体

与形式渗透民族文化教育，不断拓展校外教育的内容，创新民族文化教育的途径。

通过开展少年才艺梦想秀、民族文化精品汇演、区学生艺术节等各类艺术活动，

音乐剧《石库门的回忆》、民乐合奏《三个和尚》等经典作品精彩亮相，课程的

实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既发扬了民族精神文化，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与

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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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益求精，打造民族艺术品牌团队 

开展高层次的团队训练活动。在推进品牌团队建设的过程中，在大力培养提

升团队指导教师的专业水准的基础上，聘请上海音乐学院、上海舞蹈学院、上海

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上海民族乐团等专业院校或团体的专家进行指导，由专家引

领艺术团开展高层次的团队训练活动。 

组织、参与各类交流、展演活动。加强组织学生参与各类出访、交流、展演

活动。如组织民乐团、合唱团、舞蹈团、书画团和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日

本、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进行艺术交流，民乐团的学

生更是代表上海市出访美国、奥地利等国，站在了肯尼迪艺术中心、金色大厅等

世界级的音乐舞台之上。在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上海市学生音乐节、“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彩虹行动计划”上海市学生书画作品展的舞台上，都能看

到团队学生美丽的身影。此外，还充分利用“八一”建军节、“五一”劳动节、

重阳节等节日，带领团队孩子们走进部门、社区，为解放军、劳动者、老人送去

温暖而精彩的演出。 

构建团队持续发展的衔接机制。为了保障艺术团队的持续发展，根据每个项

目在区域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民乐构建了 5 所幼儿园、7 所小

学、6 所初中、4 所高中的一条龙衔接机制，从而使民乐团持续向前发展。合唱

团、舞蹈团、书画社等则主要采用项目联盟的方式，凝聚区特色项目学校的优势

资源，一方面为团队的后续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为艺术特长生的持

续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创编形成了一批经典作品。多年来，团队非常注重经典作品的创作与创编，

形成了一批原创经典作品：如民乐团的《山娃的心愿》、《浦江彩虹》、《达勃河随

想曲》、《沙迪尔传奇》等经典作品；舞蹈团创编的《东游记》、《城市小画家》、

《红 黄 蓝》等；合唱团演绎或创编的《成长的期盼》、《流水恋歌》等作品，其

中《成长的期盼》被评为全国优秀原创少儿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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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民乐二团（杨浦区少年宫学生民乐团）在美国肯尼迪音

乐中心进行专场演出 

二、不一样的精彩——杨浦区中小学生场馆探究活动 

2010 年，杨浦区少年宫结合“创新拓展日”活动，开展了场馆探究活动课

程的研究实践，引导学生一批批、一群群地走出校园，走入了社会的各大场馆。

四年来，上万名杨浦区中小学生走进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邮政博物馆、

上海工艺美术馆、印刷博物馆、杨浦滨江带工业遗址的等 40 个场馆和百年企业

开展探究实践活动，孩子们走出校园，感悟到了另一个精彩世界。 

（一）分层推进，辐射全区中小学校 

区域层面上，少年宫领衔成立了场馆活动中心教研组，吸收 29 名中小学教

师成为教研小组成员，形成研究共同体，管理吸引好一批骨干教师、一批核心基

地。命名杨浦区 22 所中小学校为场馆活动的基地学校，通过“下沉上提”的策

略，少年宫项目教师每周一次下沉到基地学校，从场馆活动课程的设计、实施上

进行过程跟进，对基地学校老师予以针对性的指导，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思考对

策。不断提高基地学校教师的活动策划指导水平，提高学校场馆活动的实效性。

先后印刷了《杨浦区中小学生场馆探究活动指导手册一、二》，通过区庆“六一”

主题活动、艺术节闭幕式等区域平台发放给全区中小学校免费使用，从而极大地

提高了场馆探究活动的推广面。许多学校的校长表示：场馆活动指导手册对学校

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为学校设计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通过区域

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学生走进了博物馆，仅以印刷博物馆为例，两年来，就接待

了来自我区 37 所学校的 3000 多名学生前来学习。 

（二）“四个一”模式，提升活动实效性 

场馆探究活动，并不是简单地带学生去看看、走走、玩玩就行了。少年宫和

场馆牵手，在专家的指导下，共同策划适合孩子的活动方案。而是真正以学生为

主体，让学生自主体验与自主探究。最终形成了由一节先导课、一支小讲解员队

伍、一项特色体验活动、一张探究卡的“四个一”的活动特色。 

一节先导课。先导课是在学生实地进入场馆学习探究之前进行的。正如孩子

所说，先导课让他们在参观时有了目标，有了兴趣点。先导课设计的内容根据学

生的年龄不同也有很大差异。比如去参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针对小学生，

结合《大闹天宫》、《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经典片段的赏析，通过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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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创编、采访祖辈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电影，开展了一系列的走近经典动画，

探索光影奥活动。 

一支学生讲解员队伍。由于孩子们的兴趣是相同的，小讲解员更能了解同学

们的兴趣点，什么内容多讲，什么内容少讲，怎样讲才能吸引同学，小讲解员容

易把握，这样使讲解更具生动性。例如我们参观鲁迅纪念馆的沙画展厅，讲述的

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九个人物，人物逐个出现，时间很长，小讲解员抓住阿 Q、孔

乙己、少年闰土等大家熟悉的形象进行讲述，故事随着沙画的展开娓娓道来，比

成人讲解员大段的讲解要生动有趣，小讲解员的讲解不仅赢得了大讲解员的称

赞，更获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一张活动探究卡。学生“探究知识卡”，可以说是学生场馆活动的一个索引

或者地图。一般由基础性内容（根据场馆本身的展厅设计的内容）、拓展性内容

（场馆本身没有，需要学生进行思维发散或拓展的内容），评价性内容（学生对

自我进行评价的内容）三个部分内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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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特色体验活动。场馆的资源很多并不是针对儿童的，为此需要不断深入

开发场馆不同层次和项目范畴的活动资源，增强场馆内容的情景化和互动性，设

计丰富多彩的学生体验活动，挖掘场馆资源的德育和智育资源。在“六一”庆祝

活动中，孩子们来到了印刷博物馆。在雕版印刷体验区，当孩子用自己带来的材

料，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印出了一幅幅“版画”时，都兴奋雀跃。而在院士风

采馆，来自大学和高中的“故事哥哥”走进场馆，给孩子们讲述院士的故事；多

媒体展示和触摸屏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院士的成就和风范；孩子们在“知识心

愿树”上写上自己的心愿，在心中埋下热爱科学、勤于钻研的种子。在“大小院

士面对面”的活动中，尹文英、闻玉梅等多位院士也前来为孩子们作讲座。在这

些体验活动中，孩子们收获成长。 

 

 

 

 

 

 

（三）聚焦区域特色，探索城市文化变迁 

“百年工业、百年大学、百年市政”作为我区的特色文化，2013 年年底，在

深化场馆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以杨浦区滨江带工业遗存着手，以杨浦近代工业的

发展历史为切入口，聚焦开展了“探索杨浦百年工业的发展文明”场馆系列活动，

目前已经确立了 6大行业——纺织工业、食品加工业、自来水工业、电力行业、

轻工制造业、印刷业六个行业，上海纺织博物馆、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杨树浦发

电厂、杨树浦水厂、东区水质净化厂、上海制皂有限公司、上海白象天鹅有限公

司、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上海梅林食品有限公司、印刷博物馆 10 个百年企

业和场馆作为探究课程的内容。希望在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的基础上，也能通过场馆探究活动能让学生走近、了解家乡的历史变迁与城市文

化，从而更好地激发他们民族自豪感，培育他们的民族精神。 

三、创新工作机制，创建优化三级管理网络 

在推进区域艺术人文教育、德育的过程中，在区教育局的支持下，创建优化

了研究室、基地校、推广校的三级校外教育工作管理机构网络，由点及面，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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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既有普及与推广，又有提高与优化，不断提升艺术人文教育的质量。 

创建优化区艺术群文教育各专业研究室  少年宫领衔创建了十个区级艺术

群文教育专业研究室：(1)民乐教育研究室；（2）管乐教育研究室；(3)合唱教育

研究室；(4)舞蹈教育研究室；(5)书画教育研究室；(6)戏剧教育研究室；(7)影视

教育研究室；(8)集邮教育研究室；(9)红读教育研究室；(10)场馆教育研究室。每

个研究室的组长或副组长都由少年宫老师担任，由专家担当专业指导，凝聚了区

域群文、艺术教育的骨干力量，为教师思考、探索、解决专业问题提供了较高平

台和智力支持。研究室通过开展专题研讨、专题讲座、实践活动、课题研究等各

类活动为教师发展提供专业培训与指导，特别研究该专业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

创新素养，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这样，通过各专业研究室的工作，进一步提

升了教师的艺术群文教育专业水平，推进了我区校外教育的开展，推进了校外教

育中创造教育的发展。 

创建优化少年宫群文、艺术教育基地校  少年宫创建了“下沉上提，孵化基

地”的校外教育工作机制。区域中小学通过申报成为“杨浦区少年宫群文、艺术

专业基地校”。少年宫教师主动对接实验基地学校，服务、指导学校艺术教育特

色发展。提出了“一周一辅导、一月一反馈、一学期一汇报、一学期一考评”的

四个“一”的工作标准，加强对教师下沉基地的过程管理和效果考核。在该机制

的推动下，我区的民族文化培训活动项目不断拓展，覆盖面不断扩大。第十期青

少年民族文化培训活动，培训项目涵盖民乐、民歌、民舞、民族诗词、书法、民

族绘画、戏剧、茶艺、工艺等，一共达到 15 项。以“杨浦区民族文化教育基地

校”为核心，活动辐射渗透全区百余所学校，直接受益学生达到了 12000 余人次。

少年宫群文、艺术教育基地校特别重视群文、艺术教育中学生的创新素养、学生

的创造力的培养，不少基地校都有有关学生创新素养、创造力培养的课题研究与

专题研究。 

创建优化少年宫群文、艺术教育专业渗透推广校  本区除基地校外的各中小

学校都为少年宫的群文、艺术教育渗透推广校。它主要应用推广研究室、实验基

地的相关课题研究成果，开展学校的德育、艺术教育的课堂教学活动与课外兴趣

小组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区学生艺术节、“六一”主题集会、嘉年华活动等各类

艺术实践活动等，以我区一年一度的学生艺术节为例，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中小学

校参与率 100%，每年仅区级比赛都有近万名学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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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视开展教育科研, 探究校外教育基本规律 

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与方法，只有主动去研究这些规律，很好地尊重、掌握、

运用这些规律才能让校外教育为孩子的发展更好地服务。 

深化研究中小幼学校民族文化艺术教育  在开展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少年宫

始终将民族文化艺术作为中小学生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带领整个团队教师开

展了《中小幼学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的课题研究，该课题也先后

申报成为区级重点课题、市艺术教育重点课题。经历为期五年的实践研究，形成

了全区民乐、合唱等 10 个子课题的研究成果，38 篇研究论文与实验校研究报告，

25 篇活动案例教案与发展个案，还有 365 项课题组人员创作的民族文化艺术经

典作品。研究成果《为孩子终身发展打下亮丽的底色》一书先后荣获上海市第四

届学校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杨浦区第十一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并被推荐参

加上海市第十一届教育科研成果评选。通过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热爱民族文

化艺术的学生多了，学生的民族观念、民族自信与民族精神有所增强；学生的审

美水平提高了，审美境界层次提高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造力得到培养……对

于青少年儿童来说，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必然会为他们的发展打下亮丽的底色，使

其受益终身。 

深化研究校外艺术、群文各学科教育  我宫将“写字台能力”即教育科研能

力作为教师能力构成的重要内容，广泛组织开展工作研究、专题研究、课题研究

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研究活动，并先后形成了民乐“六融合”教学法、儿童

画创造教学法、书法“四维”拓展教学法、场馆主题教育活动的“四个一”模式

等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以民乐“六融合”教学法为例，它是特级教师曹建辉老

师在从事多年的民乐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的将情感体验与基本技能互

相融合、学会学习与教会学习互相融合、个性特长与团队合作互相融合、意志品

质与人格培育互相融合、艺术实践与学科学习互相融合、传承民乐与创新民乐互

相融合的策略与方法。 

五、打造两个基地，推动学生创新素养提升 

近年来，我们在创造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还有更长的路有待我们

去走，在巩固已有成效和优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接下来，我们将整体融入我区

第二轮的基础教育创新试验区的建设工作，从以下 2个方面重点突破，推动少年

宫创造教育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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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华韵艺趣坊”学生校外艺术人文素养培育实践基地。艺术教育和

艺术活动是个性鲜明、极富创造性的，对人的创新素养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为此，我们计划，利用少年宫新宫硬件设施的有利条件，与青少年民族文化

培训活动的进一步深化相结合，建设以国画、书法、陶艺、纸艺、茶艺、艺术人

文书吧为主要载体的国粹艺术体验中心，不断地拓展学生的人文学习空间和路

径，通过开展实践体验、精品鉴赏、名师讲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形成融体

验、鉴赏、引领示范功能为一体的实践基地，为广大青少年儿童提供一个做、看、

听、赏、讲全方位的艺术人文环境，体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品味中华民族

文化精髓，提升学生人文综合素养，提升学生创新精神与创造力。 

规划建设“寻根筑梦 文化传承”上海市中小学生场馆探究活动实践基地。

在总结四年多带学生走出去看场馆、看企业的活动基础上，采用“走进来”的策

略，将一些好的体验项目、便于实践操作的项目、孩子们喜欢的活动搬到少年宫

来，强化少年宫阵地功能的建设，通过建设“寻根筑梦 文化传承”上海市中小

学生场馆探究活动实践基地，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少年宫就可以进行公益性的场馆

探究、体验活动，从而更好地发挥少年宫新宫的功能效用，使更多的少年儿童受

益，使更多的少年儿童创新精神与创造力得到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