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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与内容，艺术教育在学生

的全面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艺术教

育能够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

学生的民族情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另一方面，艺术教育

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和新课程标准的颁

布实施，学校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艺术素养

作为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我们的艺术教学提

出了新的要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得到了一定的

发展，但与城市学校相比，差距仍然存在。从实地调研情况

来看，对于许多学校而言，艺术教育依然是学校教育中的薄

弱环节。这种情况在农村学校中更加凸显，主要集中在艺术

类课程开课率不足、师生参与艺术活动少以及艺术学科师资

薄弱等，艺术教育改革之路困难重重。以上种种问题严重影

响和制约了艺术教育育人功能的发挥，在此背景下，加快缩

小城乡学校间的艺术教育发展差距，成为振兴乡村教育、实

施教育扶贫的首要任务。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指出：“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重点，以建设、应用和

共享优质资源为手段，促进每一所学校享有优质数字教育资

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袁贵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

话中指出：“我们要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实施精准帮扶，

把钱花在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针对性帮扶上。探索信息技

术支撑的教育服务供给新模式，实现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

建共享，向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推送优质教育资源”。随着

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1+N”网络联校模式应运而生，“1”

代表主校，“N”代表分校，以网络为桥梁更加紧密地连接

了城乡学校。基于这种模式开展城乡学校网络共享课堂的实

践和探索，为提高偏远农村小学师生艺术素养水平、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推进区域内艺术教育均衡发展，以及教

育扶贫探索了一条新路径。

在教育扶贫新路径的探索中，以湖南省娄底市示范性小

学娄底市第一小学为主校，贫困山区新化县水车中心小学和

桑梓镇中心小学为分校，构建起了“1+2”网络联合学校群。

以网络为媒介，将主校区优质的艺术课堂、教研活动等教学

资源推送到两所农村学校，从而实现了三地艺术课堂教学同

步实施、教师同步研修和教学资源的同步共享，充分发挥了

主校区的牵动作用，将优质的教育资源辐射到更广的地方。

一、合作共赢建立网络联校运行机制

基于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联合主校为主实施，分校资源

参加的合作机制。我校“1+2”网络联校由娄底市教育局组

织牵头，新化县教育局协调，本着自愿、合作、共享和提高

的宗旨，签订了合作协议。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现已建立了

校际互动、教学互助、稳定合作的长效机制。

自 2015 年 5 月 13 日 “1+2”网络联校开课以来，学

校建立了“定学科、定时间和定教师”的工作机制。由学校

的信息中心负责，在每学期初制订本学期的《网络联校教学

工作计划》，本着优选的原则确定相应的上课教师。综合考

虑三个学校的教学计划与课时安排，定于每周三在录播室开

展音乐和美术网络联校课。每学期开设 20 节课，并在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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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学后，采用双向评价机制进行反馈，围绕课堂教学内容

设计、教学环节设置、教学效果等进行优缺点分析，共同探

究改进措施，从而使课堂更加生动、精彩和高效。为了使每

个年级的学生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音乐和美术课程，在课时

安排上也考虑到了不同的年级。从实施至今已四年有余，二

至五年级 48 个班级共计 2400 余名师生参与到网络同步交

互课堂活动中来。

二、同步课堂提升师生艺术素养

近些年来，新课程标准的颁布实施，对学生的综合素养

提出了新的要求。艺术教育是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升学生艺术素养的关键在于落实好国家艺术课程。对于小

学阶段的学生而言，这个阶段的国家艺术课程是音乐和美术。

考虑到农村学校的师资现状，基于网络联校，我校推出了音

乐、美术两门课程的同步课堂。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网络

课堂做到了“三同步”：主教老师和助教老师备课同步、课

堂教学内容同步和课堂教学同步。通过同步艺术课堂教学，

进一步夯实和巩固学生的学科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提高学

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进而培养和发

展学生的艺术素养。

在音乐同步课堂教学中设计了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以合

唱教学为例，设计了三地学生共同合唱、各地学生合唱和根

据歌唱内容各地学生分唱等形式。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培

养了学生的乐感，训练了学生的歌唱技巧，使他们掌握了正

确的呼吸方法和发声方法。通过合唱、各地分唱等形式的训

练，一方面加强了学生正确咬字、吐字的音准训练；另一方

面，也强化了学生的节奏与和声训练，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

识，为后续合唱活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网络联校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在遵循学生心理认知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绘画技巧展示、Flash 演示等形式，

直观形象地将绘画技巧传授给学生，再佐以一定的绘画练习，

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绘画技巧的提高。美源自生活，发展

于生活。只要仔细观察，美术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之中。对于城区的学生而言，他们眼中的美术可能更多的是

建筑之美、工业之美，但对农村的学生而言，他们眼中的美

术则更多的是原生态的自然之美。在美术教学中以此为切入

点，让三地学生分享自己眼中的美，既有效地促进了学生间

的交流，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绘画审美

能力、想象力和绘画表现能力。

三、同步研训提升教师艺术教育能力

在网络联校实施过程中，三地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形成了

“课前集智备课、课堂分工协作、课后交流反馈“的工作模

式，主讲教师与助教老师在课前就教学目标设定、教学环节

设计、教学活动设置等展开集智备课，综合考虑到三地学生

的实际学习情况和当地的艺术环境，集思广益，从而满足不

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在课堂教学中分工协作，充

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更快地进入学习角色，融

入网络课堂活动中来。每堂网络课堂教学结束后，三地教师

及时地对本次课堂教学效果进行反馈，交流课堂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研讨改进措施，从而为学生提供

更加优质的课堂体验。这种工作模式，既有效地提升了网络

课堂教学效果，又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教研能力，可谓一举

多得。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开展网络联校教师培训，开

阔了教师的艺术视野，提升了其教育教学能力。自 2016 年

5 月以来，先后三次组织项目组教师 50 余人到省内的课改

样板校和长沙的名校观摩学习，到市内的示范学校学习交流。

2019 年 1 月，选派项目组的骨干教师周银燕老师到北京师

范大学进修学习。每次外出学习归来后，都会组织开展学习

心得交流分享活动，上汇报展示课，让教师们在学习中思考，

边思考边实践，在实践中成长。不定期地将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请进门，召开专题讲座，进行课堂问题诊断，研讨改进

措施，引导教师们专业成长。

另外，定期举行校级交流活动，搭建促进共同成长的平

台。2017 年 10 月 24 日，分校水车中心小学一行 15 人到

主校开展了“交流学习相互促进  加深两校友谊深情”教学

展示和研讨活动。2018 年我校共开展三次到分校“送课下

乡助力成长”主题交流活动，我校六位教师为桑梓镇中心小

学送去了 6 堂优质课。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市电教馆的

组织下，我校老师为水车中心小学送去了四堂美术和音乐观

摩课，受到与会专家及当地老师的一致赞赏。同时，我校的

学生与分校水车中心小学的学生近距离交流，现场同上艺术

活动课，共同表演了武术、朗诵、歌舞、书画、剪纸、双簧、

花鼓戏等节目。

四年来，项目组共25名成员参加了艺术现场教学比武，

其中陈瑶老师获娄底市音乐说课比赛一等奖，杨莹老师的“我

为乡村孩子上堂课”获省级录像课评比二等奖，柳源源老师

在娄底市美术现场教学竞赛获一等奖。教师参加艺术类论文

评比，获市级以上奖项 16篇，其中二篇在省级刊物上发表。

在“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 评优活动中，音乐课《瑶

族舞曲》和美术课《我画的动漫形象》获国家级优课，美术

课《王老先生》获省级优课，音乐课《孔雀翩翩》获市级优

课。联校的三所学校在娄底市“独唱、独奏、独舞”比赛中

有 60 余名学生获一等奖，在娄底市小学生现场书法绘画比

赛中有 43名学生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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