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童话里，“七色花”寓意着美、善
良和希望。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旁，
有一所小学以“七色花”为名，用浪漫而
安静的力量，守护童心破土生长。
如今，时间走过30载春夏

秋冬。作为上海市首批艺术教
育特色学校，上海市七色花小学
办坚守着“以美立校，以美

育人”的教育理念，以艺术为引领，用创新作驱
动，呈现出“立美育人，花开斑斓”的生动图景。

“我期待上课时能有轻松愉快的氛围，这样
我就能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内心的喜悦。”
“我向往的课堂是彩色的，像童话世界一

样，老师用有趣的故事教我们学习，每次上课
都像探险一样新鲜有趣!”
“每当老师允许我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

时，我就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我的想法还能让
其他同学产生更多新的想法，我喜欢金点子时
不时冒出来的感觉。”
“尊重每个人是很重要的。”
一个有爱的校园，能听见孩子们的声音。

这些声音，便来自于七色花小学的孩子们。
2020年度，七色花小学立项黄浦区教育科

学研究重点项目《指向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的学
校美育特色项目的创建与实践研究》，探索以
学校美育特色项目为抓手，全面推进学校课
程、课堂、环境等全方位的教育教学改革实
践。为了了解孩子们的内心诉求，一场针对全
校学生的大调研开始了，通过访谈、论坛探讨
以及问卷调查等多重途径，请孩子们描绘他们
心目中的“美丽课堂 ”，探索怎样的教育教学改
革，最有助于激发孩子们的创新精神与能力。
调研发现，“课堂生动有趣”是小学阶段的

孩子们喜爱某一学科最主要的原因。，“趣味
性”应成为“美丽课堂”的主要特征之一。于
是，学校设定了“互动、自主、呈示、对话、思考、
民主”六个观察视角下的20个具体观察要点，
确定了“美丽课堂”观察量表，从学生学习、教
师教学、课堂性质、课程文化等四个方面对课
堂进行观察。各教研组在开展听评课时，通过
随堂观察或者借助电子仪器开展记录，并在评
课环节紧扣观察数据展开分析，提出改进建
议。通过分组比赛、游戏、表演、手工制作、操
作等方式，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在课堂上跟随各
科老师做起了思维体操。
数学课上，知识仿佛被注入了魔力——土豆

变成了教具，年轮中藏着公式，地图考验着孩子们
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室化身为“时间隧
道”，徜徉在历史长河中，孩子们在老师引导下，发
现可以用除法余数破解闰年的奥秘；“从七色花小
学到黄陂南路地铁站的距离是多少呢”，面对老师
的提问，四年级的学生不满足于用一种方法给出
答案；“如果老师有一张长方形纸片，你会选用什
么图形铺出它的面积？”经过讨论，孩子们自己发
现了答案——用面积单位为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
形平铺作为测量工具最合适。
音乐课上，艺术的边界正悄然消融。拍拍

鼓点、编编动作、用软件搭配乐器，连乐谱上的
符号都变得有趣了。老师把唱歌、跳舞、玩游
戏和用科技结合起来，让音乐课不再是坐着听
讲，而是能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手脚动起来
的美妙体验。四年级《旋转的童年》课堂，老师
带着大家玩起旋转游戏，孩子们跟着音乐节奏
顺时针、逆时针转圈，蹲下又踮脚，像坐旋转木
马一样。他们看着乐谱上重复的“3212”
“2161”音符，发现这些音符连起来像圆圈，再
对照歌词里重复出现的“太阳、月亮、星星、地
球”，一下子明白旋律和歌词中藏着音乐“旋
转”的规律。学二胡独奏曲《赛马》时，老师用
二胡拉出马蹄声，孩子们拿着平板电脑，打开
“音虫”软件选乐器伴奏：有的选大鼓模拟马蹄
震动，有的用铃铛当马铃声，还有人用响板敲
出“哒哒”声，全班合奏时仿佛置身草原赛马
场。最热闹的是三年级《阿细跳月》课堂：地面
投影出篝火，女生们围成圈拍手跳舞，男生们
用平板弹电子三弦，还有人喊“呦嘿”助兴，仿
佛真的置身彝族村寨。

如果在最“市中
心”的地段拥有一间展
示自己作品的美术馆，
该有多幸福！在雁荡
路66号，七色花小学
的孩子们，幸运地拥有
了这份奇妙的体验。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从丰子恺的漫画中
“走”到了玻璃门上，提
示路人推开这扇门，将
会来到充满童趣童真
的艺术空间：七色花小
学艺术教育工作坊。
学生的篆刻作品镶嵌
在亚克力竖条的顶端，
组成一片通透的书法森林，这是孩子们在艺术
大师张炜羽和青年篆刻家彭磊的指引下进行创
作的。翩飞的蝴蝶组成装置艺术，它们的身后，
是一幅幅七色花的孩子们跟随海派剪纸大师李
守白和女儿李诗忆学习剪纸的成果。创意美学
展厅，一年级孩子将废旧用品变身纸杯礼花炮、
风铃、万花筒、“迷你水族馆”，二年级孩子则用
书签定格京剧课程的精彩瞬间，中庭展示的漫
画大师丰子恺的“护生漫画”，和孩子们的“丰子
恺”风文创作品相映成趣——在七色花小学，丰
子恺漫画学习开展已近14年，学校不仅请丰子
恺先生的外孙宋雪君爷爷给孩子带来艺术讲座，
品童画，读童谣，也带着孩子们走进丰子恺的故
乡去实践与体验。带着自己手绘的台历、雨伞、
笔袋、收纳包，“七色小花”们每年在思南公馆举
办“思南奇幻日爱心义卖”，在用手创造美的同
时，更用心传递爱。
这个空间，只是七色花小学“美丽课程 ”项

目的一个缩影。围绕着“立美育人”的目标，七
色花小学构建了“艺术大舞台 ”“律动俱乐部 ”
“心灵小驿站 ”和“玩美工作坊 ”四大特色课程
板块，通过艺术、体育、德育、科技四大领域课程，
通过五年的时光，给孩子们创造丰富的成长经
历。让家长们惊喜的是，在上海，一所公办小学竟
然能“变戏法”式地呈现出一张令人“眼花缭乱”的
课程表，篆刻、剪纸、京剧、丰子恺漫画、高尔夫、击
剑、攀岩、棒球、冰壶“一百样都有”，并且，人人必
修。此外，孩子们还能从歌舞剧、泥塑、舞龙舞狮、
斯诺克、街舞、花式跳绳、小主持、格斗机甲、机器
人、AI等课程中，根据兴趣自主选择。
学校把孩子们五年来的成长点滴，制作成

照片墙，展示在每一个楼梯拐角处。“欣赏着面
前的一组图片，孩子的过往历历在目。从培育
‘草头娃娃’开始，逐步探索生命的奥秘；在种

植豆类等简单的植物中，他们的耐心和观察力
得到提升，也懂得了生命成长的不易……他们
还会为学弟、学妹们解决疑难问题，如设计制作
自动浇花器，展现出了创新能力。这些照片将
那些欢乐、专注和求知的瞬间定格成永恒。”五
（3）班男孩马清远的妈妈感叹。

发出同样感叹的，还有不少“洋家长”。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全面的素质培养，让七色
花成了很多在沪外籍家庭口口传播的择校热
门。已经升入中学的法国女孩可露回到校园，最
想念的是在在民乐团学二胡、和同学一起排练的
日子。五年级男孩鲁杰罗来自意大利，从小在上
海长大的一他，一口普通话说得地道顺溜。妈妈
瑞贝卡是一名艺术家，也成了学校的艺术志愿
者。她不会中文，鲁杰罗自觉当起了翻译。妈妈
解读东西方面具的不同，鲁杰罗一个“孙悟空”亮
相，帅气可爱。2007年至今的17年间，学校与英
国、爱尔兰、匈牙利、德国、挪威、意大利、丹麦、西
班牙等多国进行文化交流，成效显著。七色花小
学已与英国、爱尔兰、匈牙利的3所学校结为姐
妹学校。近5年来，学校开展国际交流活动达20
余次。2024年7月，上海市七色花小学成为第一
届黄浦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员。

站在七色花小学的操场上，如果一个成年
人稍稍用点力气，足球就会飞上了隔壁居民家
的屋顶。于是，这个市中心迷你校园将上海人
历年来“螺狮壳里做道场”的智慧，用足在每一
寸墙壁、走道和屋顶——教学楼外墙是攀岩墙，
教学楼走道科学实验装置“上墙”，教学楼底楼大
厅划出冰壶场地，可移动的隔板让同一个空间兼
具劳技教室、乐队排练厅、美术教室的功能。
最让孩子们惊喜的是教学楼顶楼“长”出的

全新魔法空间——原先，为了解决学校运动场
地不足的问题，学校将五楼楼顶封闭成为室内
运动馆；如今，在数字技术加持下，这里成了一
个巨大的“魔法空间”。体育课上，顶部的投影
装置把地面变成“魔毯”，可以将场馆“一秒切
换”棒球、冰壶、高尔夫、击剑等不同场景，也能
让孩子根据地面指示“收集糖果”折返跑“打地
鼠”，一旁的“魔法墙”上，“拯救咸鱼”“星际大作
战”“见缝插针”等人机互动游戏让运动不再枯
燥。体育老师利用墙面空间创设模拟火箭发射

倒计时的互动场景，使学生迅速进入学练状态，
学生跟随音乐完成“漫游天宫 ”跑走交替复习
与“欢乐太空猫 ”韵律模仿操，驾驶“银河列
车 ”分组匀速跑。每次折返至“魔法墙 ”手掌
触碰感应区时，墙面会立刻显示学生该次往返
跑动所用的时间，孩子们也在老师指导下，读懂
数据背后的运动奥秘。
临其境感受课文中描述的场景，在漫天星

光下冥想沉思，在巨大的锐角、射线、几何图形
中，寻找数学规律……如今，除了体育，语文、数
学、英语、音乐、心理等各学科老师也多次尝试
通过“魔法空间”为课堂添彩。数学课堂上，老师
充分利用数射线开展学习活动，启发学生按不同
的规律有序地数数。学期结束，一年级英语老师
将一学期的重点学习内容投影在“魔法毯 ”上，
孩子们在观察动态图像的同时，听取英语指令，
通过踩点、拍手等方式进行英语口语互动。老
师们相信，若干年后，孩子们记住的不仅是单
词、句型，更是和伙伴们共同闯关的快乐时光。

一朵“七色花”淮海路旁
绽放30年的秘密

在七色花小学，科学不是书本上的标准
答案，而是沾着泥巴的校园植物观察日记，也
是记载着失败实验过程的设计图。你不知道
小鱼究竟爱吃什么？那就从家里带来菜叶、小
肉丁，撒进鱼缸，屏息看着金鱼究竟会先吃哪
一口。为“磁铁哪里吸力强”争得面红耳赤？
那就用回形针盒、铁屑盆、磁性强弱传感器自
己设计实验，自己测量。孩子们自己尝试调整
风帆的迎风角度，比赛谁能做出行驶最远的
“风帆车之王 ”；也自己不断调整钩码数量和
钩码到支点的距离，摸索归纳让杠杆平衡的规
律。老师从苏州河的污染以净化过程入手，启
发孩子们探索水质污染的原因，并尝试设计的
净水装置。有小组找来了活性炭、咖啡滤纸、
沙子等材料，一番鼓捣之后却没迎来成功一
刻。在老师鼓励下，他们重新开始分析，究竟是
哪一步结构出了问题，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也明白了在科学探索中，“成功”不在是唯一衡量
标准，探究的过程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要问七色花小学课堂的魅力何

在？那一定是孩子们在课堂里玩玩转转，在
多维互动的情境中解释生活实际中的问题与
现象。”校长陆燕萍说。

“美丽课堂”
让创新在每一分钟发生

空间魔法“上天入地”拓展学习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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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在七色花小学，有很多和意大利男孩鲁杰罗（左三）
一样的“洋娃娃”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孩子们学习丰子恺漫画后，带着原创文创作品来到
思南公馆参加爱心义卖。

◎袖珍校园，“螺狮壳里做道场”创造运动空间光。

◎通过灯光和投影的控制，“魔法空间”可以创设多学科多
个教学场景。

美丽课程 让课表拥有“魔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