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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农村学校通过综合实践活动开展美术学习 

葫芦藤开出教育花，结得文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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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西省孝义市宋家庄小学美术社团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葫芦的故事”活动。社团辅导教师带领社团学生进行种葫芦、画葫芦和葫芦

文化学习，从而对学生进行了劳动、美术和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宋家庄小学是一所小而美的农村小学，所在地宋家庄村是一个文化底蕴深

厚的国家级文明古村落，各种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村民间代代相传。宋家庄小学美术社团受本地文化影响开展了一系列民间美术学习。2018

年春季开学，经过周密准备，结合当地人们用葫芦打酒、打醋、舀水等葫芦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社团老师与校领导商量后，决定带领美术社

团学生们在校园内种植葫芦，并针对性地进行劳动教育，种植成功后再通过绘画、手工等美术手段对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同时也是对宋

家庄古村落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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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节气，简单的葫芦种植活动开幕式和动员会后，老师带领社团

男孩子们在校园一角开辟了一片地，申遇好同学积极利用家中养鸡的条

件，为这片土地提供了鸡粪当肥料。孩子们都笑着嫌弃粪臭，施粪还得

老师来，不过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也不说脏，不嫌臭，纷纷下地帮

忙。 

谷雨快到了，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种下葫芦种子，并席地而坐，

打开老师的手机看视频，学习如何浇水，颇有些农学家的风范。“不能直

接浇水，得洒水！”姚凯同学跳起来大叫着，于是大家纷纷去拿喷壶，给

种了葫芦的土地洒水。 

立夏后，细心的李丹飞奔到老师身边“老师，老师，快！长出来了！”

老师也是第一次种，喜出望外地带上孩子们来到田边，有的葫芦苗已经

出来两瓣芽，其他的葫芦苗还在土里奋力地向外挤。孩子们都乐了，努

力没有白费，大家迈出了第一步。孩子们自行开始分工，做记录、浇水、

除草、松土等。在孩子们的努力下葫芦苗茁壮成长。作为美术老师，我

鼓励孩子们去画每个阶段的葫芦苗的样子，几个同学一有时间就去看着

葫芦苗画。孩子们的热情着实感动着老师。 

小满过后，一排排绿油油的葫芦苗抽丝了，新的劳动作业来了，给

葫芦搭藤架。老师买来竹竿，孩子们坐下来划拉着怎么搭藤架。在老师

的帮助下设计好藤架的搭法，大家一起动手开始搭藤架，有挖坑埋主干

的，有剪铁丝的，有抬竹竿的，忙得热火朝天。眼看就要搭好了，哗啦

一声全部倒了，全都沉默了。再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搭好了！为了让

孩子们有更大的积极性，第二天早晨 5 点半，老师悄悄地来到学校帮他

们把藤架进行了加固。  

夏至，一场大雨滋润了葫芦苗，争先恐后的往藤架上爬。孩子们又

有新任务了，有的葫芦藤不听话，爬得纠缠在一起，有的没上了架。孩

子们用家里带来的布条把不听话的葫芦藤栓在它们该爬的架上。没几天

就爬满了整整一架。白白的小花开了，有的已经结上了小葫芦，孩子们

依旧高兴地记录着、看到花开了，更多的孩子拿起画笔去描绘着。 

小满到了，学校也快放假了，我们排了值班表，每周有一名社员到

学校来浇水，除草，打顶，拍照，记录。在孩子们的精心呵护下，即使

是假期，葫芦也长势喜人。 

立秋，两个月的假期过去了，大大小小的葫芦挂满了葫芦架，孩子

们高兴地围在葫芦架下观赏他们种下的葫芦，大家约定谁也不能提前摘，

我们在葫芦架下朗诵，读诗，合唱…… 

当然不能忘记我们的美术，大家一到美术课或者活动时间就拿出画

笔，坐在葫芦架下，哼唱着，画着自己种出来的葫芦的样子。 

白露时节，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大大小小的

葫芦被剪下来，有的孩子剪掉了葫芦的“龙头”，有的孩子保留“龙头”。

互相评价一下，原来保留“龙头”可以让葫芦更美观！剪下来的葫芦摆

满了社团教室，窗台旁、桌子上、柜子里，到处都是，丰收的季节到来

了！ 

半个月后，有的葫芦居然发霉了，大家都急了，老师也着急。于是

请来本村村民何伯伯，经过何伯伯讲解，原来葫芦摘下来还需要去皮，

不然就都发霉了。在何伯伯的示范下，老师和孩子们制作了竹刀开始给

葫芦去皮。葫芦去皮后变化特别快，没几天就干了，变轻了，摇一摇葫

芦籽在里面哗哗作响。孩子们和老师收拾了架上的枯藤，地翻平，种植

葫芦基本告一段落。虽然很辛苦，但是看着收获的葫芦孩子们都很开心。 

秋分过后，社团活动开始研究葫芦文化，带领孩子们分别研究了彩

绘葫芦，布贴葫芦，葫芦手工艺制作三种葫芦文化的学习。彩绘葫芦时，

孩子们在选图案到画图案都进行了讨论，在画的过程中发现葫芦的特有

造型影响构图，需要合理布局，才能让画出来的葫芦更有韵味。布贴葫

芦时，孩子们对用的胶水做了分析比较，发现白乳胶兑水比其他胶更适

合葫芦与布相贴，并且讨论如何拼贴更美观。葫芦手工艺制作时，孩子

们大胆创新，利用葫芦的造型制作了很多手工作品。 

通过一年的实践活动，孩子们学会了翻地，平地，播种，洒水等常

见的田间劳作；学会了合作搭藤架；学会了植株护理；学会了收获葫芦

并去皮；学会了收获的葫芦有“龙头”更美观。这次种植葫芦形成一个

系统性的综合实践大课堂。收获葫芦后，利用自己种植的葫芦通过美术

手段进行葫芦文化学习，学会了彩绘葫芦；学会了布贴葫芦；学会了葫

芦工艺制作。学习美术知识的同时也变成一次传统文化教育的亲身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

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 光荣、劳动 崇高、劳动 伟大、

劳动 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因

此，随着新时代教育观念的逐步推进，不断落实美术课程标准要求美术

的生活性。美术课程中的综合实践活动开展越来越丰富。本次活动就是

结合农村自身特点，通过美术学科结合综合实践给孩子们带来一次劳动

教育、美术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从学校这个平台出发，对接社会，利

用社会知识丰富校园生活，让学生得到课本以外的教育。葫芦文化学习

还在不断研究和进步，并逐步成为了我校美术社团的一个长期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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