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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坡，遇见美育的无限可能
“幸福也许是‘饼干渣’堆出的力量。”

色彩缤纷、歌谣嘹亮，和乡村孩子一起过“三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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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坡，遇见美育的无限可能
文章来源：TFC云南团队

作者：美丽中国 2023 级项目老师 孟多林
支教于楚雄州姚安县官屯中心小学

01. 从“美术课”到“美育课”
我支教的学校建在一个山坡上，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我发现孩子们画什么东西都是一个样子，于是

我想，美术课应该让孩子们去观察周围的事物，去看见、去感受、去创造。于是我设计了一系列课程，先
带领学生去观察树、观察花、观察人物等等，告诉孩子可以怎样来画物体或者人物，最后让孩子们加入自

己的想象，完成整张作品。
在引导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天然有着对自然的好奇和对美的感知，而我在做的，就是激发他们的好

奇心，引导他们去看见和表达，并及时给予正面反馈。上了几次课之后，很明显地发现学生越来越喜欢美

术课堂，并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自信了，从开始的不敢下笔到后来主动要求画八开纸，画出来的作
品也越来越吸引人。

为学生的改变和进步而欣喜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上一节美术课对我来说似乎并不难，但仅仅只

是上美术课那么简单吗？孩子们真实的需要是什么？我的课程是否真正能够影响到学生？美是什么？美
术，或者说美育，到底应该给学生带去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引入「美入课堂」的课程，从上好一
节「美术课」，开始思考如何上好一节「美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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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美育的核心是人与世界的链接
三八妇女节将至，我带着学生用学校的废弃材料亲手制

作礼物。礼物虽不精致，但送礼与收礼双方的情感却因此深
深联结。春天，我领学生在校园写生，有个学生独自坐在树
桩上，风吹过他，似万物可穿身而过，乍看落寞，或许他正
享受独处的时刻。美育就在这样的时刻悄然发生。

我的办公桌虽乱，却贴满了学生的画作草稿和我的“实
验品”。我喜用学生草稿装饰办公桌，久而久之，学生会主动
送我画——作品无好坏，每份心意都应被看见。

积累了许多暖心瞬间后，我深感美育的核心是人，是孩
子们与世界链接的窗口。美育不仅限于美术课，还可在生活、
大自然、人际互动、独立思考中发生，也可通过手工、劳动、
诗歌、音乐等实现。能引导学生发现日常之物的另一面，打开更多窗口让他们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更重要
的是，透过他们的作品，我看到了“多面”的学生。美育给了孩子们表达的渠道，通过作品，我看见了他
们背后的情感、想法与态度，看见了他们作为真实、完整、独立的人的存在。这，也许就是美育的魅力。

03. 答案不唯一，人生有多种可能
我曾动摇：美育对山区孩子真的重要吗？是否该用美术

课补英语？“成绩好”真的是唯一出路吗？当社会将“走出
去”视为成功，乡土生活却被边缘化。若孩子无法从自己的
生活中汲取力量，未来如何前行？

回想自己被“标准答案”裹挟的成长经历，我更坚定：
美育的意义在于告诉孩子，问题的答案不唯一。当他们成为
大山的主人时，这片土地会因他们的创造力焕发无限可能。

04. 美育让我遇见真实的自己
其实我一直非常羞于说自己是一个美育实践者，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我时常觉得收获的

东西要比我给出的东西多得多。通过美育我和学生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结，学生会信任我、接纳我、包容
我，并且在很多时刻给到我力量。我会开始观察学校的山、水、树、云，找回遗失许久的创造力；我越发
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再一味地追求完满，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勇敢地表达自己。在做美育的过程中，
我看见了一个更加真实且有力量的自己。

在《我的阿勒泰》中有这样一段话——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
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美育可能也是如此，有些时候把它
拿出来用用，大部分时候它就待在了你心里，长成花长成树，成为你的一部分。

也许形容不太贴切，但美育没有标准答案。
更多精彩在原文：

《在山坡，遇见美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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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也许是‘饼干渣’堆出的力量。”
幸福是什么？
她说，幸福就像“饼干渣”堆出的力量

2020 年夏天，王安琦因高压工作开始反思职业价值。尽管热爱
教育行业，但她不确定自己的员工培训工作是否真正帮助了他人。
当看到美丽中国支教项目时，她立即报名并通过考核，却在临行前
因工作变动选择放弃，心中始终留有遗憾。此后，她通过月捐方式
持续支持乡村教育，每月捐赠 500 元。四年间，这笔"小额捐赠"已
累计超过 2万元。对她而言，月捐并非需要"坚持"的事，而是自然
形成的习惯。
王安琦将每月捐赠比作"饼干渣"，虽然单次影响有限，但持续积累

却能产生超预期的力量。这种积少成多的过程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满
足感，也弥补了未能支教的遗憾。通过这种方式，她找到了持续助
力乡村教育的新途径。

幸福是什么？她说，幸福是实现自我价值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自我价值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心里面产生幸福的感觉。”但与此
同时，王安琦认为，从单一的途径里面去探寻幸福、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在工作中努力取得成绩，公益也是她感受到幸福的源泉之一：定期月捐、动员身边的好友一起去
爬山并清除沿途的垃圾……“公益让我觉得自己的小小行动，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做一些改变，我能因此认
同自己的价值——我是能发光发热的。”

她回想起有一年收到美丽中国月捐人新春礼包后，随手发了一个朋友圈，当时便有朋友留言问怎么能
够参与到捐款。后来，那位朋友也成了美丽中国月捐人。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分享公益经历会让更多人
受到感召，这种善意的传递正在让幸福的半径不断扩大。

国际幸福日，她希望：在远方种下种子的人，也要记得浇灌自己。

作为一名月捐人，王安琦对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充满了期待。“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孩子们还
小的时候，老师的引导和影响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一生。”对四年来相互陪伴的美丽中国， 她说：希望项目
能够一直坚持下去，为更多的乡村孩子带去多元化的教育，帮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对此刻正扎根乡
村一线的项目老师， 她说：为孩子们传递知识与幸福之余，也要照顾好自己，让自己也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对拥有无限可能的乡村孩子， 她说：要健健康康，要对未来自己人生的无限多种可能性充满期待，并为这
些期待去做更多的努力。对屏幕前共同关切乡村教育的你， 她说：不要为未来很久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感
到焦虑、彷徨，或者是迷茫，我们先聚焦眼下，走好当前的这一步。

幸福从来不是独行，而是万千微光的相遇。

文章来源：美丽中国

工作中的王安琦

更多精彩在原文：

《“幸福也许是‘饼干渣’堆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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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缤纷 歌谣嘹亮
和乡村孩子一起过“三月三”

春光正好，一起过"三月三"吧！

在广西，每年农历三月三热闹非凡。"三月三"不仅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壮乡人民盛大的狂欢节。

三月三有怎样的独特魅力？跟随美丽中国支教老师的镜头，与

孩子们一起体验吧！

文章来源：美丽中国

更多精彩在原文：

《色彩缤纷 歌谣嘹亮——和乡村孩子一起过“三月三”》

广西"三月三"以独特的民俗魅力，让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美丽中国支教老师和乡村孩子一
起参与这场文化盛宴，见证孩子们成为民俗传承的新生力量，继而汇聚成为乡村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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