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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级非遗技艺项目“掐丝珐琅”为载
体，依托无锡大运河文化底蕴，将掐丝珐琅工
艺与大运河文化结合，无锡市新吴区高浪小
学构建了劳动教育与美术学科协同育人的掐
丝珐琅特色劳动项目，成为区域劳动教育的
一大特色。

“这既是对传统工艺的守护与活化，也是
通过劳动教育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的教育实
践”，该校校长王晓华说，在开展掐丝珐琅特
色劳动项目实践中，学校通过劳动与艺术创
作的结合，让学生在掐丝、点蓝的工序中感悟
工艺之美。

在跨学科素养培养上，学校融合美术学科
的构图、配色等知识，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

创新思维。同时，让学生分学段掌握掐丝珐
琅的核心工序，让学生体会“慢工出细活”的
工匠精神。

作为技艺传承与文化赋能的双向实践，掐
丝珐琅特色劳动项目构建了系统的课程内
容。

在主题创作上，以“运河长卷”“无锡风
采”“十二生肖”等为题材，将大运河的历史脉
络、无锡民俗元素融入作品设计，学生创作的
5米长卷《“河”处是无锡》，一城诗画山水尽
显，成为了学校运河文化馆的镇馆之宝。

在创意表达上，学校引导学生将掐丝珐琅
技艺迁移至杯具、滑板、发饰等现代生活用
品，并实现跨学科融合，结合美术课程中的色

彩理论、构图技巧，优化作品设计。例如，在
“中国花鸟”系列中，学生运用渐变点蓝技法，
呈现水墨画的意境之美。

在分层教学中，学校鼓励学生自主设计
主题作品，将非遗元素进行融合创新，实现从

“匠工”到“创客”的蜕变。例如创作以梅花
和杜鹃花为主题的《青花、雅韵、梅香》，以无
锡民间二胡、琵琶等乐器为主题的《吴风锡
韵》，以无锡的桥和船为主题的《水韵江南》
等。

除了分层教学，该项目还开展名家引路、
课程保障、校外研学等多元实践。该校聘请
宜兴均陶文化非遗传人王守才为校外辅导
员，请他们定期来学校指导，传授“指尖绝

活”。同时，将掐丝珐琅劳动项目融入国家课
程，在全校各个学段的美术课程和劳动课程
中穿插掐丝珐琅相关内容，每周两次开设“丝
之韵工作坊”社团活动。目前，全校90%的学
生能独立完成掐丝珐琅作品。

掐丝珐琅这项“非遗文化”特色劳动项
目，成为了高浪小学在跨学科视域下的一次
创新探索。该项目在无锡市小学劳动课程优
秀成果展评、江苏省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中曾获一、二等奖，在2024无锡市、新吴区美
育改革创新成果展评活动中均获特等奖。“丝
之韵掐丝珐琅工作坊”被评为新吴区“十佳社
团”称号，成为区域劳动教育和美育的典
范。 张艳

漫步于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校园，陶
笛清音与《诗经》吟诵交织成韵，学生刻纸
作品“玉飞凤”纹样跃然纸上……走进无锡
鸿山遗址博物馆，“红领巾“小讲解员正以
稚嫩童声向游客讲述“玉飞凤”的前世今
生。这是“吴韵传承·馆校共育”项目在学
校育人沃土上绽放的朵朵新蕊。

多年来，后宅中心小学与鸿山遗址博
物馆携手合作，将博物馆的文物资源与学
校教育平台融合，以“资源共享+课程共
建+实践共育”三维模式，推进吴文化传承
教育，开展协同育人实践。

资源共享，让文物“活起来”。吴博园
将一批拍得收藏在博物馆中的、2008年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击缶而歌”中的奥运缶中
的一尊赠送给后宅中心小学，在2021年该
校“百年党史”游园活动中，这尊奥运缶一
度成为网红打卡点，师生纷纷拍照留念。
博物馆在举办流动巡展时，为学校送来了
出土文物缶与温酒器仿制品，这在该校“遇
见美·艺术嘉年华”活动中引发师生兴趣，
成为一大亮点。

非遗体验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学生指尖

流淌。2023年元宵节的“巧手簪花”点位，
孩子们用绒花、丝线复刻古代贵族头饰，
他们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发饰簪入发间，加
深了对诗句“云鬓花颜金步摇”的理解。
学子们的浸润式文化体验，使博物馆资源
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成为鲜活的学习
载体。

课程共建，让历史“燃起来”。馆校联
合研发了青少年系列绘本《你身边的国之
瑰宝》，将编钟的礼乐制度、缶的宴饮文化
转化为趣味短课程。考古图说课上，学生
们化身“文物侦探”，通过纹饰推理器物用
途；专题讲座中，修复专家展示文物拓印过
程，让孩子们对文物“复活”有了更为直观
的理解。

在馆校联合开发的“我在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系列课程中，有博物馆里的RAP
《本草纲目》、红领巾寻访课程“鸿·博”等。
“玉飞凤”前的陶笛演奏《神话》将陶瓷编钟
化为五线谱上的音符，《诗经·蒹葭》吟诵与
文物拓印相和，构建起跨越时空的艺术对
话。“以前觉得文物是冰冷的老物件，现在
发现它们会唱歌、会讲故事。”六年级学生

刘雪嫣在课程学习感悟中写道。
实践共育，让文化“长起来”。在春季

社会实践中，学生们手持“寻宝地图”穿梭
于鸿山遗址博物馆，在打卡任务中破解文
化密码。在“红领巾小小讲解员”项目中，
经过专业培训的孩子们，周末在博物馆为
游客讲解文物故事，现场游客不禁点赞：

“孩子讲解玉器纹样时的神采，让我们看见
文化自信在她心里生根。”

在考古探方体验区里，博物馆相关负
责人给孩子们介绍文物发掘的过程、考古
工具的使用，孩子们手持挖掘工具模拟勘
探，在专业指导下学习勘测、定点；在拓印
区域，孩子们学着将一幅幅文物花样印在
纸上。这种手脑并用的实践教育，使文化
传承从认知层面升华为情感认同。

“吴文化是最好的教育资源，馆校合
作，协同育人，让我们找到了教育的新生长
点。”后宅中心小学校长周永强说，这座跨
越千年的文化之桥，不仅连接着过去与未
来，更在孩子们心田铺就了一条回家的路，
一条永远通向文化根脉的精神归途。

邹春凤

馆校合作共育，吴韵薪火传承
后宅中心小学与鸿山遗址博物馆携手协同育人

“智爱化新，为公益民”，百年育红，
“融”爱同行。

无锡市育红小学是“无锡市融合教育
示范校”，这是该校多年来探索与实践融合
教育方面获得的殊荣。学校将“让每个生
命都精彩”的融合教育理念融入血脉，早在
2020年通过融合资源中心认定，并于2021
年成为无锡市“十四五”融合教育探索与实
践联盟合作校。近年来，该校以“三体融
合”构建融合教育良好生态体系，关爱特需
学生群体，推动融合教育发展。

在理念融合上，育红小学以陶行知“生
活即教育”思想为根基，提出“化新”办学理
念 ——以春风化雨的教育方式成就师生共
同成长。在融合教育实践中，该校将特殊

教育需求学生纳入常规教学体系，通过“一
人一策”评估、差异化教学设计、同伴互助
机制，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课堂中找到归属
感。在“现代小先生制”课堂上，普通学生
与特需学生组成学习共同体，通过“小老
师”角色互换，实现知识传递与情感交融。

在课程融合上，该校构建了“国家课程
校本化 + 特色课程个性化”的双轨课程体
系，针对不同学习能力学生，在语文、数学
等学科中设置“保底目标 + 拓展目标”。学
校将融合教育理念融入学校课程体系，在
国家课程基础上开发“小蒙蒙”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小红帽”公益服务项目、“小红心”
六季品格课程等校本融合课程，满足特需
学生身心发展需求。

在资源融合上，学校打造支持型教育
共同体。作为江苏省教师发展示范基地，
学校组建“融合教育导师团”，针对孩子们
的七大能力提升分工协作，全校50多位教
师参与到融合教育工作中来，目前已有2名
教师取得了省级融合教育教师资质。学校

开展融合教育校本教研，组织教师围绕融合
教育中的问题进行研讨，教师的融合教育意
识和教书育人能力得到了提高，在滨湖区、
无锡市融合教育优质课评比中多次获奖。

学校对资源教室进行合理布局，设置
学习区、活动训练区、心理咨询区等功能区
域，在这里进行抽离式教学，针对每个孩子
的薄弱能力进行拓展训练。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学校开展融合教育
的一大途径。该校建立家校沟通机制，在每
学期家长会上介绍融合教育情况，听取家长
意见和建议，在寒暑假入户家访中，和家长
交流孩子的进步。学校还组织家长参与学
校“小红帽”志愿者服务等融合教育活动，促
进学生成长。

“融合教育不是特殊教育的‘加法’，而
是教育本质的回归 —— 让每个孩子都能
在阳光下绽放独特的光彩。”校长尤吉说，
育红小学目前正通过跨区域联盟、校际帮
扶等方式，将融合教育经验输出至10 余所
兄弟学校，让更多孩子受益。 金竹凌

思想铸魂、生态守护、专业赋能、爱心续航，这
是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擦亮“惠苑先锋”品牌、奏
响“志愿精神”强音的“四维模式”。

以“四维模式”激活志愿动能，让“党旗红”遇
见“技能蓝”，学院让党员教师既做三尺讲台上的

“匠心导师”，也成为社区里的“服务先锋”。在今
年三月“雷锋月”活动中，院党委深化“党建+志愿
服务”工作体系，绘就文明实践生动篇章。

思想铸魂，深植精神基因。该院电气工程系党
支部用光影与画笔讲述雷锋故事——师生们在银
幕前感受榜样力量，在黑板报上勾勒雷锋事迹，党
支部书记在国旗下号召大家要将雷锋精神融入日
常。现代服务系党支部组织“惠苑先锋·思想铸魂”
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观看《走近雷锋》专题片，
围绕“新时代如何传承雷锋精神”展开深入研讨。

生态守护，绘就太湖画卷。该院“红马甲”30余
名党员志愿者手持长柄夹、垃圾袋，化身“太湖守护
者”。他们沿着管社山庄湖岸线，捡拾烟头塑料瓶，
向游客发放环保手册，讲解垃圾分类技巧。游客感
慨：“党员带头做环保，比标语宣传更有感染力”，此
次行动清理垃圾40余斤。该院行政第一、第二、第
三党支部以“徒步环保+生态宣讲”形式，让“党徽闪
耀在太湖畔”成为最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课堂。

专业赋能，激活技能惠民。该院文化创意系党
支部发挥摄影专业优势，走进稍塘社区开展“证件
照拍摄进万家”活动。党员教师带领学生志愿者为
居民现场拍摄、专业修图，并提供打印版和电子版
照片，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服务。“照片拍
得专业又贴心！”社区居民手捧照片赞不绝口。“证
件照拍摄进万家”活动既彰显了职业教育服务民生
的价值，也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生动课堂。

爱心续航，浇灌成长希望。院党委发起“惠苑
先锋·爱心助学”公益募捐倡议，全体党员积极响
应，募集善款近6万元，将专项用于设立“高技能
人才培育基金”，重点帮扶家庭困难学生和资助技
能竞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为技能人
才成长铺路搭桥”，参与捐赠的党员代表表示。

该院长效党建机制点亮志愿服务，从学院行
政第四党支部在太湖广场开展“绿色先锋”行动，
到信息工程系党支部开展“美丽校园守护行动”；
从机械工程系党支部走进南塘社区慰问老人，到
公共学科党支部在玉泉公园开展“环境整治”……
学院各党支部将志愿服务融入“三会一课”，形成

“一支部一特色”的常态化志愿服务矩阵。
从太湖畔的环保足迹到社区里暖心服务，从

课堂上精神传承到基金里的爱心接力，该院“惠苑
先锋”行动书写新时代志愿服务的生动注脚：志愿
服务没有终点，匠心育人永远在线。 成素英

“融”爱同行，让更多孩子受益
育红小学积极构建融合教育良好生态体系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惠苑先锋”成品牌
“志愿精神”奏强音

高浪小学：开发跨学科视域下掐丝珐琅特色劳动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