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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宛艺

综合 专题

“破圈”美育边界，创新文化育人有效载体

育人渠道的创新：
馆校深度融合，“破圈”
美育的边界

《渡河的工具》《打个水手结》《海上

观星术》……在中国航海博物馆，“未来

航海家STEM”系列课程受到中小学生

追捧。2017年起，中国航海博物馆已连

续七年开展馆校合作项目，每年依托

“博老师研习会”“课程开发”两个子项

目，联手博物馆教育、科普教育、中小学

教育、航海历史、航海科技、航海人文等

多领域专家学者，以及馆校双方一线教

育工作者，累计开发、实施优质航海课

程160多门。

场馆打开大门，学生从校园走到社

会的广阔天地，在上海，馆校合作开发适

合中小学生的文教课程，正逐渐成为学

生学习的新潮流。

据悉，为丰富文化艺术场馆现场教

学实践基地建设内容，通过馆校结合模

式探索、场馆特色课程开发、场馆现场现

场教学活动实施、配套名师讲座、展览导

赏等内容，拓宽校外课外场馆教育育人

途径，2022年，上海市文教结合文化艺

术场馆“双百”建设项目正式启动。项目

计划三年内，择优挑选100个优秀的文

化艺术场馆成为现场教学实践基地，同

时开发100项优秀艺术场馆特色课程。

截至目前，全市有60个场馆获授牌

成为“上海市文化艺术场馆现场教学实

践基地”，覆盖全市16区，囊括美术馆、

博物馆、图书馆等多种类型。这些场馆

对接试点合作学校200余所，开展线上、

线下教学活动1200余次，开发特色课程

200余节，累计受益学生近30万人。

作为文教结合的特色活动之一，上

海推动“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中共

一大纪念馆百件文物藏品进课堂活动。

依托教育部“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

建设，深化馆校合作，推进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中共二大会

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国歌展示

馆、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

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等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打造“行

走的思政课”，鼓励学校以“党史课程进

校园”为基础开发一批微课程，把学校小

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切实发挥

革命文物在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育人内涵的延伸：
发挥学生艺术团“码
头”作用，构建大中小
一体化艺术教育体系

近年来，上海以文教结合为抓手，持

续开展五大学生艺术团及联盟“一团一

品”建设，不断提升美育的内涵和品质。

举办学生新年音乐会、上海市学生合唱

节、长三角民族乐团展演活动、“舞在阳

光下”上海中小学生舞蹈训练营、上海校

园戏剧节等活动，开展“五个新城”艺术

浸润行动，打造优秀的学生艺术团演出

曲目和作品，形成常态化展演长效机

制。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参与五大联盟

的大中小学校及校外教育单位数量达

760余所，充分发挥学生艺术团“码头”

和“源头”作用，积极构建大中小学一体

化艺术教育体系。

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交响乐

团共同创办的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

已成为沪上夏天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2023年7月，MISA如期而至，“声 ·无限”

上海学生合唱团及联盟专场音乐会在捷

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举办。至此，上海学生

合唱团及联盟已经连续12年参演夏季音

乐节系列演出活动，与MISA共成长。

当晚，上海学生合唱团及联盟成员

单位上海市洋泾中学男声合唱团、上海

市嘉定区第一中学女声合唱团、浦东新

区学生艺术团、青少年活动中心男童合

唱团、复旦大学学生合唱团、华东理工大

学学生合唱团、上海财经大学学生合唱

团、同济大学学生合唱团轮番献演，特邀

嘉宾上海高校校长合唱团现场助

阵，融合童声合唱、混声合唱、男

声合唱、打击乐等多种音乐形式，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高质量的音乐

盛宴，展现当代青少年别样的青

春绚丽和时代风采，表达上海莘

莘学子“歌声无限、青春无限、梦

想无限”美好希冀。

2022年起，上海连续开展两

届“青春放歌，唱享未来”上海市

学生合唱节活动，擦亮学生大美

育活动的品牌。除合唱展演作品外，合

唱节还开展了合唱教育案例、合唱随手

拍、IP形象设计的征集展示等，一首首动

听的歌曲、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个个生

动的案例，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描绘着青

少年对合唱艺术的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合唱节活动在创作校园音乐作

品，传唱经典，挖掘和培养音乐人才等方

面创新形式、丰富内涵，生动展现了青少

年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面貌。

去年11月，第22届上海国际艺术

节——“舞在阳光下”上海学生舞蹈联

盟专场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专场由上

海学生舞蹈联盟单位创作和演出，汇

集了《党是太阳我是花》《春上草原》《心

尖尖》等许多优秀学生作品。经过近七

年的建设与发展，如今上海学生舞蹈联

盟已有193家联盟单位，依托文教结合

平台，打造了诸多品牌活动，整体推进了

上海舞蹈教育教学发展，推动上海学校

舞蹈美育工作。

近年来，上海学生合唱团、上海学生

舞蹈联盟为代表的上海五大学生艺术联

盟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不断探索文

教结合工作新机制，逐步成为提升艺术

和人文素养的基地，成为上海艺术后备

人才的“摇篮”，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取得累累硕果。

育人场所的拓展：
发挥高校专业优势，丰
富公园文化打造城市
“新地标”

美育教育从来不是学校教育的“独

角戏”，而是要拓

展到学生生活的

方 方 面 面 。 为

此，上海发挥高

校专业优势，这

几年着力开展公

园主题功能拓展

实践育人活动，

聚焦搭建文化、

艺术、体育类人

才培养实践展示

平台，精准对接

本市公园城市建

设，引导学生以

美育实践参与城

市文化建设，进一步满足市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更丰富更多元的公园文化需

求，打造一批文教结合“新地标”。

如今，上海8所高校对接16座公园，

参与“公园+体育、文化、音乐、艺术、戏

曲、红色资源”等主题功能拓展工作，上

海电影学院打造基于复兴公园的上海电

影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搭建市民与影视

艺术互动区，将影像嵌入城市文化的脉

搏；上海大学促进公园与爱国主义教育

红色元素有机融合；上海音乐学院打造

居民门口的音乐会；上海工艺美术职业

学院探索工艺美术特色公园协同创新，

拓宽高校实践育人渠道，更深刻地参与

上海文化建设等。

上海师范大学与徐汇区联动，充

分发挥人才、学科优势，融合桂林公

园和康健公园特色，组织开展虫鸟科

普、虫鸟饲育、生态课堂、体育拓展、

京昆导赏、沉浸式音舞表演、顾绣传

承、中草药文化体验等丰富、优质的

特色活动19场，吸引了约500人次报

名体验，近3千人次观赏，赢得了市民

的好评。

上海体育大学依托上海共青森林

公园、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在公园体育

拓展项目领域进一步合作，2023年共

开展了十余项公园体育拓展活动。如，

在共青森林公园开展中国排舞广场舞

公益教学、“世界肥防治胖日”共青森林

公园公益健康咨询活动、上海残健融合

运动会健康跑等；在滨江森林公园开展

环上海公园跑暨运动嘉年华、首届森林

乐享节、儿童节瑜伽体验活动等。每场

活动辐射现场人群百余人，带动师生进

行社会服务人上百次，并在促进多方合

作、辐射多元人群、园校互动合作创新

上取得突破。

去年，一个破旧的小木盒“走进了”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礼堂，原来，这是
1963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首例断肢再植
成功时使用的医疗器械。在“百物进百校，
百讲证百年”中共一大纪念馆革命文物藏品
进课堂主题活动中，当中共一大纪念馆文物
保管员张安可向师生展示这件展品时，引得
学生不停地发问。作为上海文教结合重点
打造的品牌活动之一，全市百所学校和上海
市党史办、红色场馆等结对共建，把百余件
革命文物带进校园、带入课堂，发挥文物以
文化育人、培根铸魂的价值，也是上海文教

结合不断推陈出新的缩影。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美育工作，2023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
动的通知》，为学校提升美育育人质量、构建德
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今年是上海市文教结合第四轮“三年行动计
划”的收官之年，文教结合工作落实国家和本
市关于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要求，聚焦“核
心价值引领、卓越人才培养、美育实践育人和
城市品牌建设”等方面，上海不断挖潜校内育
人资源的同时，“破圈”文教结合育人的边界，
积淀提升育人的内涵和外延。

本报讯（记者张鹏）昨天，上海市教委公
布了《2024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

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政策

与2023年保持总体一致。4月7日，各区将公

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和招生细

则。4月15日前，各区将组织幼儿园大班家长

会和小学毕业班家长会，具体解读今年义务

教育招生政策。

据悉，今年秋季，本市新开办约40所义

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含新建分校和扩增学

段），将新增一年级学位约7000个、六年级学

位约10000个。全市已启动示范性学区集团

建设、第二轮公办初中强校工程、新优质学

校高质量发展引领计划、第三轮城乡学校携

手共进计划等项目，进一步扩充优质教育资

源，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强市民

获得感。

今年，本市继续应用“一网通办”网站义

务教育入学专栏或“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

名系统”（简称“入学报名系统”）开展义务教

育招生工作。“入学报名系统”将于4月12日

开通，仍由家长实名账号登录，届时家长也可

访问随申办App，查询有关招生政策，办理子

女入学报名等相关手续。

《实施意见》指出，在公办学校招生方面，

按照各区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就近入学招生

范围和招生计划安排适龄儿童入学，实施均

衡分班。在民办学校招生方面，家长可填报1

个民办学校报名志愿，并可填报1个民办学

校调剂志愿。如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小于或等

于招生计划数，全部录取；如民办学校报名人

数超过招生计划数，各区使用全市统一的软

件，组织实施电脑随机录取。

根据市政府新修订的《上海市户籍人户

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办法》，今年继续实施本市

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在居住地入学政策，无论

是持有《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凭

证》，还是持有《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

登记（回执）》，都可办理居住地入学手续。

为让市民深入了解“家门口的好学校”，

今年4月13日至14日，各区义务教育学校都

将创造条件开展“校园开放日”活动。各区将

通过区教育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集中公布学校

“校园开放日”时间和具体安排。

与去年保持总体一致，4月7日各区公布招生细则

今年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政策发布

4月15日-26日 本市小学五年级学生进行初中入学关键信息核对、更正，

民办一贯制学校征求学生直升意愿，跨区就读的本市

户籍小学五年级学生可办理申请回户籍（居住）地就读

手续。

4月15日-28日 适龄儿童进行小学入学信息登记。

5月7日 实施民办一贯制学校直升录取。

5月8日-12日 开展小学入学网上报名，公办小学的报名截止日为5月

12日，民办小学的报名截止日为5月10日。

5月13日-15日 开展民办初中网上报名。

5月18日-21日 开展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

5月20日-21日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学校实施电脑随机录取。

5月22日起 陆续发放公办学校入学告知信息及民办学校录取告知信息。

5月23日 民办学校调剂志愿录取。

5月25日-26日 开展公办小学第二批验证。

8月15日前 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

    年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日程安排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位于上海虹口区的北外滩，是中国
现代航运业发祥地，目前已有4600余家航运服务企业以及近

40家功能性机构进驻。昨天，一家为航运业提供全要素商事

争议解决服务的功能性机构——北外滩航运争议预防与解决

中心在上海国际仲裁会客厅正式成立。

北外滩航运争议预防与解决中心将依托“专业调解组

织+航运仲裁院+海事法院”三位一体的综合型、专业化商事

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解纷服务+事前预防”与“调解+仲裁+

诉讼”分流模式解决商事纠纷，为企业增加快捷解纷途径，缩

减纠纷解决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其中，事前预防，指以争议解决视角切入，为企业提供事

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全周期风控体系建设咨询服

务，同时依托专家资源及争议解决经验，就具体问题向企业提

供中立评估、专家鉴定、谈判促进、咨询培训等专业的多元化

服务，帮助企业以最小成本控制法律风险，解决法律问题。

解纷服务，指依托多元商事调解组织和专家资源智库，对

接仲裁和诉讼机制，融合法律专业和商业逻辑，为当事人提供

以商业思维为核心的综合性问题解决方案，以达到“非诉解纷

挺在前，矛盾化解一站式”的目的。

此外，北外滩航运争议预防与解决中心将设置优化争议

解决服务、发挥司法保障职能、打造高端研究智库和搭建交流

研讨平台4个板块功能。

当天，虹口区司法局、虹口区检察院、虹口区航运办、北外

滩多元商事调解中心、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上海国际货

运代理行业协会、上海航运保险协会、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等多

家单位分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北外滩航运争议预防
与解决中心昨成立

西起老沪闵路，东至龙吴路，北临外环

高速，南抵华泾路，西岸自然艺术公园一期

在社交平台上火了。面积20公顷、活动区

域扩大为之前的1.5倍、打造全龄友好，都

是它的标签。一座改造一新的公园，为啥

引起市民群众关注？

项目总设计师、上海市政总院景观院

总工程师钟律说这是情理之中：“一个设计

精巧、能引发情感共鸣的公园，提供了丰富

的视觉和情感素材，满足人们表现自我和

分享生活的需求。”徐汇区绿化和市容局绿

化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希望把“公园20分

钟理论”照进现实，打造城市“减压阀”，也

兼顾“自然学堂”，让人们在公园待上20分

钟就能感到轻松快乐。

公园没有围墙，走近了，映入眼帘的是

大片草坪。人们坐着、躺着，孩童打两个

滚，或是踢球、赛跑、捉几回迷藏。

11岁的张秩祯两年前参加了暑期儿童

社区实践调研项目，他大胆提出需求与想象，

又细化到各类滑梯攀爬架、亲水平台。没承

想，这些都成了真，融入公园之中。“当一个个

小梦想变成现实，每一样设施都能勾起两年

前的回忆。”

这里原叫华泾公园，如何将居民需求融

入公园设计，是徐汇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

注的。项目前期，团队走访调查市民对现有

华泾公园的使用满意度，从中探寻有待设计

解决的问题。“业态丰富、有创意、体验感强的

公共开放空间是居民的诉求。”

于是，园内的“多维绿道”打通断点，构建

由地面步道、人行桥和架空段组合而成的多

维慢行体系，实现公园步道与500米架空栈

桥全线贯通，串联起树篱学堂、森虫秘境、活

力乐园、木作学社等多功能活动空间。

为了保护树木等原有自然元素，设计师

们不断优化和调整设施的定位。譬如森虫秘

境中，水系的设计不只是呈现在图纸上，还要

根据现场的苗木分布和地形高差，进行设计

调整，最终成就了蜿蜒于林间的水系和自然

的跌水景观，不仅保存了既有自然生态，也增

添了诗意。

“一个公园，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社

会对环境的态度和价值观，而其演进也象

征着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不断调整和深化。”

钟律说。

徐汇区绿化和市容局绿化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既有林木基础上，公园引入许

多彩化植物，四季颜色分明。仅彩林树种就

有乌桕、朴树、三角枫等1200余株，更不用

说姹紫嫣红的花卉。还通过增加目标物种

的食源植物，营建两栖、林鸟、访花昆虫的

生境，增加鸟嗜植物如柿子、香樟、各类海

棠、石榴、柑橘等；蜜源植物如椴树、桂花、

豆梨等。

公园的河流中央有一座生态岛，不仅减

少了人为干扰，也成为展示自然本真之美的

窗口。又如森虫秘境项目，设计团队以“森林

下面有什么”为故事线，引导游客展开一段森

林探索之旅。以本土昆虫为创意源点，抽象演

化为可参与性的景观装置，包括“蚕宝宝”乐

园、“千足虫”躺椅、“竹节虫”秋千、“刺蛾茧”探

险洞等。这些林下活动空间与互动设施，通过

自然探索和科普活动鼓励大家以亲近自然的

方式来体验、理解、尊重自然。

“在环城林带的基础上，我们创新将公园

打造成自然学堂。这样的设计不仅使公园成

为一个放松身心的空间，还成为一个教育和启

发思考的场所。”

“一江一河”贯通、吴淞炮台湾森林湿地

公园……钟律近年参与设计规划的项目，都

有一个共同趋势：将城市的滨水和绿色资源

更多地向公众开放。她说，公园设计的每一

个决策都是在与自然对话，在尊重生物多样

性的同时，也是在询问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

共处、与自然环境对话。“未来，城市中的公园

必将成为人们理解自然、尊重生命和思考共

存之道的重要场所。”

西岸自然艺术公园一期开放，市民群众活动区域扩大1.5倍

“自然学堂”嵌入都市，家门口有了“减压阀”

西岸自然艺术公园一期的儿童游乐区。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