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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or师者·高峰访谈录

开 栏 语

2018年11月13日，第四期“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正式启动，开启了上海新一轮教育家型领军人才的培养。

其中，有 26 位名师入选“高峰计划”。他们的专业成长历程对于不同学科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教师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承担了上海名师教学思想炼制计划项目，依托华东师大教师教育的智力资源和平台优势，组建

项目团队，通过名师访谈、主题讲述、挖掘其他叙事材料等方式，对部分“高峰计划”入选名师的治教理念、学科教学、课堂实践

等进行深度剖析和思想凝练，共同构筑“海派名师”的教育教学思想体系。

本栏目将陆续刊登“高峰”访谈录，以展示与分享上海“高峰”名师的成长历程、教学思想和教育实践智慧。

赵其坤：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书记、正高级教师、特级美术教师、特级校长，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之“高峰计划”名师项目艺术基地主持人

赵其坤：“修艺、修德、修心”的艺术教育领军人
采访者 |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艺术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钱初熹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员 毛毅静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美术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 陈 路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胡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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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家庭启蒙，少年立志“为师”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答：我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安徽当涂。我的故乡是一个

书画之乡，那里有很多画家和书法家，充满着艺术氛围。我大概四五

岁的时候就对艺术产生兴趣了。我小时候是看着小人书长大的，看着

看着，我觉得画人特别有意思，能用画笔把生活中美的东西表现出来。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想：什么时候可以亲手把看到的美的事物画

出来。我的父亲、爷爷都爱好书画，我还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找了一

些残缺不全的画本给我看，还买了很多小人书让我描描、画画，并让我

开始临帖，练习书法。我记得当时父亲安排我每天练习写两百个字，我

写得很痛苦。后来，我家搬到了石桥镇，赶“上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

非常乱，父亲把我送到外婆家。在外婆家我继续练习书法、描绘小人

书、画头像。

问：听说您之后拜师学美术，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在资源相对

匮乏的时候选择拜师学美术呢？

答：是的。一开始我是通过自己临摹来学习美术和书法的，但我

慢慢地发现只临摹是不利于长期进步的。庆幸的是，我外公刚好认

识著名国画家朱月湖先生。朱先生那时候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农村。

在外公的引荐下，我买了一斤白糖和一对白色的米糕，就到朱先生家里

拜师了。从那之后，朱老师就手把手地从线描开始教我画花鸟画、山

水画。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越来越痴迷于中国画了。

我小时候学校的教学秩序混乱，社会上美术人才匮乏，一个孩子

想要找到一个好的美术老师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很幸运能得到好老

师的指导。跟着老师学画两年后，我就萌发了将来当老师的想法，我想

这样就有机会辅导那些热爱美术但是苦于无师指导的孩子。读中学

时，我经常在课上画速写，把老师上课的动态、老师的喜怒哀乐都画下

来。有时候一堂课我能画20多张速写稿。当时，我的学业成绩也是

很好的。有时候放学回家路上，经过田野，看到养殖场，我就坐下来写

生，画速写。读初、高中时，我还是班上的宣传委员、学校的宣传部长，

参与学校大型宣传活动的墙报策划、设计和绘制以及海报的设计。

我认为这些对我的绘画能力提高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问：您刚刚说小时候就萌生了“成为一个美术教育工作者”的

愿望，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把这样一个愿望越来越放大并

变为现实的呢？

答：1976 年2 月，我高中毕业了，当时高考还没有恢复。学校的

校长跟我深谈了一次，他说：“虽然目前国家没有办法让你进行专业学

习，但我相信今后你只要读书好、学有专长，就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同时他告诉我学校打算在应届和历届的约五六百位高中毕业生中招

聘 8人留校任教。我很幸运地被选为8人之一，留校成为一名美术

老师。

问：在刚成为美术老师时，您有没有想过一个美术老师应该

具备怎样的技能和品质？

答：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

而美术学科并不受到学校的重视，美术课的课时非常少，学校里没有

专门的美术教室，美术教材十分简单，资源非常匮乏。我留校担任美

术老师的同时，还负责教一个班的语文课，所幸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

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散文，教授语文也很得心应手。在兼任语文

老师和美术老师的过程中，我慢慢地意识到：要让学校重视美术学

科，我就得先强大自身。我把自己学到的美术专业知识运用到校园

环境设计、教室美化、学校重大活动的会标图案设计与创意环境设

计里。我写美术字的本领就是那时候练就的，我可以不借用任何尺

子徒手写出小到一个横幅、大到面积两米的美术字。在这个过程中，

我感觉学校领导慢慢地意识到美术学科对孩子的成长、对学校整体

的教育质量都是非常有作用的。但是在那个高考还没有恢复的年代，

人们对美术对生活的美化作用的认识还处于非常模糊的状态。我那

时候年纪比较小，对美术教育的未来价值、功能定位的认识也是很

模糊的，仅仅因为是工作需要、领导需要，我才能在做的过程中坚持

学习，持续关注美术教育。



68    |  上海教育 |  SHANGHAI EDUCATION |  2021年03月A刊

问：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爱上美术并不断提高美术能力的呢？ 

答：我工作第一个五年的体会是：对美术学科而言，如果要让

学生喜欢美术课，并热爱美术，那么美术老师自身的基本功是非常

重要的。教师上课示范画画会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地产生对美术的

兴趣。我做班主任的时候，很多孩子下午没事做，我就利用每天下

午三点半之后的课外活动课来上艺术课。我有时候教他们画速写

和简笔画，有时候教他们写美术字，有时候教他们用色彩画一些简

单的图案，有时候也教他们唱歌。我把学生喜欢的歌的词曲抄写好，

挂在教室的两边，带着他们学唱。我上课的时候特别注重板书的

设计，包括结构设计和图形设计。在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们班

的孩子写的字比其他班的孩子写得更整洁、漂亮。我经常教孩子们

进行一些简单的创意设计，教他们画肖像，告诉他们一些比例和结

构。我发现我们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都喜欢画速写，平日里，

特别是考试结束后，学生们都拿一些废纸片画画勾勾。不经意之

间，我感觉自己唤醒了孩子们对美的热恋。当时美术字的应用范围

很广，随时随地都要出墙报和海报，我做班主任期间就让孩子们分

组来负责板报的设计，包括题花和尾花，让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发

挥专长。我们班上的墙报，海报的题花、尾花、报头都是最漂亮的。

学校开展评比时，我们班经常荣获第一名。两三年后，我发现我们

班的孩子和别的班的孩子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班上的孩子学会了

写、学会了画、学会了唱歌，与别的孩子相比他们就更加有自信。所

以我体会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一门专艺特长会让他感到很

自信。

但第一个五年，我也感觉有很多的不足。随着对自己的专业

的追求，以及对学生教育教学的需求，我发现做一名好老师有许多

专项的需求：美术本体的造型基本功，比如画油画、画素描、画速

写、画中国画、画水粉、画水彩等。但是教美术和学美术又是两码

事，教美术不仅要教学生“这样画”，还要告诉孩子们“为什么要这

样画”，这里有很多技法和理论，如色彩理论、透视理论、构图理论

等。这让我感觉到自己仅有的专业知识远远不够，我意识到要充

实自己，要让教学变得更有效，我必须让自己更专业，要改变学生首

先要改变自己。1980 年，我就到安徽芜湖教育学院读中文系，这

是因为当时招在职教师，但没有设置美术专业，我同时兼着语文教

师，于是只能无奈地选择了攻读中文专业。但之后我发现，中文系

的学习对我鉴赏中国画、解读中国古代经典作品是很有帮助的。我

的启蒙老师朱月湖平反后，被调到当涂师范担任美术教师，我就跟

随着他的脚步又来到当涂师范继续系统地学习画画。当时我一概

不去想这是中专、大专学历什么的，就想着有机会继续学习美术，

在专业上有所进取。1986 年，我参加了安徽省美展，获得了中国画

创作一等奖、书法创作一等奖。1987年，作为优秀毕业生，我毕业

后留在当涂师范任教。

全市推广实践“立美育人”“以美育德”

问：看您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您整个教育生涯的职位变动还是

很频繁的，从任课老师到班主任，到教导主任，再到担任校长、教育局

局长，您觉得职位的变动对形成自己的教育理想有哪些作用呢？

答：我长期都在做第一线的工作，老师、班主任、教研组长、教导

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在这期间，我感觉到一个孩子的终

身发展需要多学科的融合，艺术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这些都是

不可或缺的。因而我们需要关注每一门学科，每门学科的课程与教

学设计好了，都能很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因为我是美术老师，我

在做教导主任的时候就会格外关注美术教学。即使是在非常贫穷、

学校条件十分有限、校舍都不够用的情况下，我也要求为美术学科

留两间教室，即“工艺教室”和“写生教室”。因为我学美术，懂得美

术非常有助于人的成长。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美术学习后，所有学

科的任课老师都发现，这些孩子原来还有那么多潜能。这些孩子其

他学科的成绩不算很好，但是却画得这么好。担任教导主任时，我

发现一个学科的功能和地位完全在于教师的发掘，教学要尊重教师

的创造权。1998 年，我正式调到浦东，从教师到副校长再到校长，

我慢慢认识到必须科学化地配置教学资源。教育要发展，必须坚持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的一生中如果不懂艺术，不懂美、不知美，

是一件有缺憾的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萌发要让学校中的

每个孩子都能有机会接触艺术的想法。

问：您对艺术的认识有没有随着岗位的变迁发生一些变化呢？

答：作为一名学科教师，我关注的可能只是我这个学科如何有效

地组织活动。但做校长后，我就需要关注全体学生的发展，我要思考

如何有效分配一周36 节课的课程，如何在兼顾所有考试科目的同时

安排大量的课外活动。于是，我开始想办法让孩子们有参加各式各

样艺术课外活动的机会，比如歌唱、表演、绘画、设计、社团活动等。

2004 年，我应聘到当时的卢湾区做分管艺术教育和分管德育

的教育局副局长。在分管整个区域、所有学段的学校教育教学的

过程中，我发现局限于一所学校、一个学段是没法做好美术教育的。

实践证明，学段之间有很多联系，我们应该让艺术学习贯通各个学

段，将各个学段的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德育方面，过去教化的方

式比较单一，内容比较空乏，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这样的德育效果较

差。后来，我就开始思考、探索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正式提出通过“立

美育人”来改善、改进德育环境，改善德育的方法、路径和策略。

问：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美与德相结合的小中高一体化

的艺术教育。您是怎么推动的？

答：2005 年，我在教育局承担了以卢湾区为样本进行的上海市

教委区县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及内涵建设重大攻关项目研究。以

一个区为样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正好我分管这方面的工作，我

Educator师者·高峰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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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整合。怎么整合呢？国家课程标准不能打破，中考、高考的

评价制度没法改变，但我能整合有限的教育资源和课程资源，进行

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区域化实施。我就开始思考贯通一体化，

第一是学段一体化：学前、小学、初中、高中的美术课、艺术课的设

计可以贯通。当时，很多学校想发展民乐团、合唱团，有的学校想发

展工艺社团，但发现光靠一个学段做不好，往往还没做好、还没上路

的时候学生就毕业了。很多学校对此很苦恼。我就教给他们一个

方法，小学到幼儿园去物色有兴趣的孩子，初中到小学去物色有兴

趣、有特长的孩子。因为当时的卢湾区地处上海市中心，好多孩子的

家庭对艺术教育有很强烈的需求。由此我又设想了第二个一体化：

校内外一体化，要把学校的资源整合好，也要把家庭的资源整合好。

除此之外，卢湾区的公共场馆资源很丰富，我又把社会资源整合进

美术教育，倡导美术教育从课堂走出去，走到社区、走到场馆，就是

校内外一体化。后来在做课题研究的时候，因为要为上海市、区、县

的教育现代化提供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我们就以卢湾区为样本，

总结出一些经验。带着这些经验，我从 2005 年开始组织上海市中

小学教师艺术人文素养培养基地。第一期，我招来上海市 19 个区

县的 18 位学员，主要是分管艺术的校长或中层干部。我认为基地的

组建是我向全市推广“艺术育人、立美育人一体化”的一次有效尝试。

问：您的中小学教师艺术人文素养培养基地目前已经做到第

五期了。基地的这些教师通过“以美立德”的教育理念以及一些

评价指标的学习获得了怎样的成长？

答：在带基地教师学习的过程中，我想进行艺术的综合化、一体

化，所以有意识地招了一半美术教师、一半音乐教师，以促进学科融

合。基地一期是三年时间，三年里我自己带着小伙伴们学习、研究，

包括经典阅读、观课、教学设计、评课，走访上海各所学校，促进各

校区之间的资源共享。到目前为止，基地已为上海市培养了110 位

艺术学科领军人才，其中有 10 位学员被评为特级教师，有部分做了

校级党政领导，还有部分学员成为区级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的

基地相当于孵化器，把这些教师当成种子一样培育，然后将这些种

子撒播到上海市各区县、各个学段的中小学，他们自己再去带基地、

带学生，再去孵化、推广、辐射。这就叫做播种、开花、结果。

五期办下来，我觉得自己“以美立德”的理念也越来越清晰了。

从我的基地毕业的学员们也非常明白我们要立美育人、以美启智、以

美储善、以美求真。“以美立德”的第一个方面是以美载德，通过艺

术教育、审美教育、审美感知、审美判断、审美创造，以美载德，浸润

孩子的心灵。第二个方面是以美促德，通过审美感知教育来促进学生

道德品质的提升。第三个方面是以美辅德，艺术的滋养可以帮助孩子

心智的成长、道德的成熟。第四个方面是以美导德，通过开展审美活动，

引导孩子们分辨真善美、假丑恶。这些理念基本上是我和我的基地

成员已经达成的共识，并且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在全市实践并推广。

问：您在黄浦区工作时有去崇明区支教的经历，能否分享一

下这段经历以及心得体会呢？

答：我到了黄浦区工作之后发现，上海市城区的教育资源相对

来说比较丰厚，而地处海岛的崇明的资源相对来说还很匮乏。当时

我是上海市的特级校长，正好有机会到郊区去支教，我就非常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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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领了这个任务。我想把十几年积累的艺术教育经验和管理经验

带到崇明。我当时选择的支教地点是长兴岛，学校规模很大，有4

个校区，有 3000多名学生，主要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因为我

过去有在农村中学工作的经历，有做校长的经历，有做分管局长的

经历，所以和他们沟通起来非常顺畅。

第一次去长兴岛时我做了调研，和 4 个校区的执行校长及部分

教师座谈。调研之后，我就发现那里的家长和市区不一样。市区的

家长愿意花高价请老师到家里来教艺术或者把孩子送到机构去培

训，而长兴岛的家长们认为他们到上海只是来打工的，他们的孩子

学知识就够了，不需要学艺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办了家长学

校，给家长开讲座。讲座第一讲的主题是“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那天一共来了250 位家长，有一些对学校办学不满意的家长都来了。

我讲了个人的学习经历和成长经历，告诉这些家长：教育可以改变

每个人的命运。两个小时的讲座结束后，很多家长跑上前来跟我说：

“赵老师，您讲得非常有道理。我们几代人祖祖辈辈都没接触过艺

术。如果真的按您讲的这样，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懂艺术，也知美、会

美的话，那我们就支持孩子。”

家长的观念问题得到解决后，我们还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

我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第一，让书法进课堂。岛上的学

生走路喜欢乱跑乱跳，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我想到了让书法进

课堂这个办法。我培养那里的教师，让他们每天给学生上 20 分

钟的书法课。第二，我想办法增强学生学艺术的信心。我告诉他

们：农村的孩子在学艺术上一点也不差，城市的孩子虽然有很好

的公共场馆资源，但是他们对农村的田野、植物、动物不了解，而

农村的孩子天天看着美丽的田野、四季的变化，对自然非常熟悉。

于是，我就开始教学生画儿童画，让他们不拘泥形式地画他们身

边美好的事物，画他们心中认为美好的事物。后续我也给美术

教师开会、培训、辅导，让儿童创意绘画走进课堂。第三，我提出

让学生在整个小学阶段要熟背两百首古诗词。这个要求实行一

个月后，那里的孩子就能在课间朗朗上口地背古诗词，上课打预

备铃时，孩子们也坐在教室背古诗词。我原先的目标是五年背两

百首，最后有的学生三年就把两百首古诗背完了。第四，让每个

孩子学会一样乐器。当时教育局没有经费、学校也没有钱，我就

把自己的画作拿到社会上进行募捐。正好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向

我订画，我就让他用订画的钱款为长兴小学购买葫芦丝，总共购

得了2800 个葫芦丝。然后，我让班主任告诉学生：如果学会了

Educator师者·高峰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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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育一体化”攻坚进行时

问：您现在正在主持第四期上海市名师基地，您将如何发挥

基地对艺术教育的推动作用？

答：虽然我从事艺术教育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但主持名师基地

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件富有挑战又很有价值的事情。我在接受到这

个任务的时候就在思考该怎么做。首先要找准一个攻坚项目，我

申报了一个课题：“上海市艺术美育一体化的行动策略研究”。2015

年，我接待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带领的国家美育考察团 29 位团员的

调研。那天在我的名师基地，两位学员上了一堂“高峰”艺术课：一

位美术教师和一位音乐教师共同讲“敦煌艺术”。听了40 分钟后，

所有的专家都很感动，他们没有想到艺术课可以这样上。后来这

些专家又去听我给上海市两个艺术基地的学员上课。我用两个半

小时提炼、呈现了自己对美育的基本理念，以及上海市的美术教育

经验、基地培养经验、仍存在的困难等。那天现场学员们表现非常

好，参与度非常高，把上海市优秀一线教师的良好素养展现出来了，

吹奏，葫芦丝就会送给他们。在这之后，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教会所有音乐教师吹

奏葫芦丝，再让他们去教学生。我发现学

生学得很快，三个月之后就会标准的指法、

呼吸，演奏三到五首曲子。所以 2016 年

举办上海国际音乐节时，我推荐长兴小学

100 个孩子到大剧院去演出。这些外来务

工人员的孩子长得黑黑的、又矮又瘦，但

他们那场连续吹奏四首曲目的演出，感动了

台下所有的观众。这个项目一直持续着，

现在这所学校大概有 1000 名学生会吹奏

葫芦丝。

问：在崇明支教的经历和经验，对您在

黄浦区的工作又有什么启发呢？

答：我和我的同事在分享时经常说，市

区和郊区艺术学习有很大差别，市区的不

足就在于孩子们接触自然资源、植物、动物

比较少。我就想如何把市区和郊区的学生联动起来，发挥市区的

场馆资源和教师资源，带动郊区的教师，牵手合作共享。我们现

在和崇明已经是“大牵手”了，他们的校长和教师经常会过来参加

培训。我三年支教早就结束了，但我仍然会为崇明带美术名师培

养基地。我把 10 个教师培养成种子选手后，让他们又回到崇明

各中小学去开工作室，把黄浦区的艺术教育经验辐射、推广到崇明

的每一所学校去。

也很好地表达了他们对一线美育的理解。专家们觉得受了很大的启

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

出台，提高了人们在观念层面上对美育的重视。但实际做的时候就

会发现，城区和郊区、城市和乡间、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所以我这次的攻坚项目聚焦于解决学校到底该怎么做的难题，从行

动入手。我们的研究视野要更开阔一点，要从美术学科、音乐学科

中跳出来，跳到关注艺术的综合化、学段的一体化、课内外的一体

化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的一体化上来。研究方法以行动研究、实

验研究为主。

我还想把全上海市各个区的教师集合到一起来解决行动

策略问题。正好我手里有两个基地：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艺术人

文素养培养基地、上海市艺术学科德育基地，我就让基地的学

员一起参与这个项目。他们一共申报了34 个子课题，全都围绕

着艺术美育一体化的行动策略研究，从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角

度出发开展研究。目前，我们处在现状调查问卷的设计阶段。

此外，我还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目前形成了将近四万字的文献

综述。

问：您觉得最好的艺术教育是怎样的？

答：我心中追求的艺术教育叫修艺、修德、修心。修心就是说，

通过我理想的艺术教育、艺术美育的推进，能让学生知美、会美，对

艺术的原理法则有一定的了解。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学生还要修

德、修心。因为我认为学艺术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让学生学会

艺术的一技之长，而是知道用艺术的原理来净化我们自身，让我们

的生活和心灵变得美好，人生变得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