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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楚源文化”“通文达艺”育人模式的实践与创新
——以武汉市艺术学校为例

黄　薇　董科卉

（武汉市艺术学校，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楚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体现，更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沉淀、深邃

的哲学思想和精湛的艺术造诣。这种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结合“通文达艺”育人模式，我们致力于通过将文化传承与艺术教育紧密结合，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本文将从深入探讨“楚源文化”的丰富内涵入手，细致分析“通文达艺”育人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我们将结合

实际案例，深入剖析如何将这一模式融入教育实践，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与创新策略，以期为培养新时代的优秀人才提供有益的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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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艺术学校，坐落于历史悠久的楚地，已经走过了七十

余载的辉煌历程。在这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我们深受楚源

文化的熏陶和启发，致力于将楚源文化的精髓——“进取、创新、

开放、爱国、诚信”——融入我们的文化教学之中。为了更好地

传承和发扬这些文化内涵，我们结合艺术学校的专业特色，精心

打造了一支善于施教、精于指导的文化课教师队伍，不仅具备深

厚的文化底蕴，更具备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能

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需求，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开放心态。

一、楚源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楚源文化”顾名思义即发源于楚地的文化。楚人自建国创

业时所呈现的奋发精神、创新意识、开放气度、爱国情怀、诚信

和谐，无不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种精神风貌随着岁月的

变迁，又与楚地的品格相契、精神相依，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

楚地文化。参照学者们对荆楚文化的总结，结合我校“崇德”“精

艺”“博学”“创新”校训，我们凝练出“楚源文化”的内涵——

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新逐奇、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奋勇争先、报效祖国的爱国精神；

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教师将其融入教育教学，与学科主要

核心素养相结合，融会贯通，内化于校本教材中，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促进学生专业教育、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

知识与能力素质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发展。

二、“通文达艺”育人模式的概述

“通文达艺”育人模式是一种全面而综合的教育理念，注重

将深厚的文化知识与精湛的艺术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来全

方位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文化与

艺术被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共同作用于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过程中。通过这种模式，学生不仅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

储备，还可以在艺术实践中磨炼并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德艺兼

备的审美鉴赏力以及创新能力，实现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

实施与育人成效的有机统一。

三、“楚源文化”与“通文达艺”育人模式的实践

（一）打造“通文达艺”的文化课堂

将进取、创新、开放、爱国、诚信的“楚源文化”融入语数

外政史地六科教学，共同促进学生专业教育、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身心素质教育、知识与能力素质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发展。以语文学科教学为例，在进行古诗词专题教学时，依据

不同诗歌的内容与特色，结合楚源文化的精髓，确立“壮怀逸兴、

笃行致远、千锤百炼、丹心如磬、薪火赓续”的思政主线。在课

后作业环节，依托校园电视台、校园艺术节及社区实践活动等平

台，引导学生以多种形式诵读古诗词，分享鉴赏心得和学习收获，

在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中，潜移默化地将古诗词中的风骨、情怀和

人生态度内化为人生信念的不竭源泉，既渗透楚源文化的核心，

又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实现通文达艺的育人目标。

（二）开展“通文达艺”的学科融合教学

在数学课《从全球联系的建立看对数的缘起与发展》教学中，

因学生对复杂的对数国际标准符号 log 书写和理解其意义存在困

难，在计算上进行指数式与对数式之间的互化容易，在真正理解

对数概念的基础上进行解题存在较大难度。因此，课程选定“数

学与历史”作为其知识架构的核心，通过阐释盘龙城博物馆的文

物及遗迹年代鉴定案例，学生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演进与文化

的传承，掌握年代鉴定的技巧，从而激发对历史的兴趣和探索的

欲望，并领悟到数学知识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同时，形成跨学

科的教学团队，共同研发与楚源文化相关的课程内容。

（三）开展“通文达艺”的文化主题活动

组织学生参与以“楚源文化”为主题的读书节、英语节活动，

例如，在第十届“行而不辍我与盛世共成长”的语文读书节活动中，

语文教师指导学生阅读与“楚源文化”相关的书籍，或挑选与“楚

源文化”相关的经典文段，开展全班性的集体阅读活动。学生们

将阅读材料以情景剧、朗诵、演唱、舞蹈等形式进行演绎，通过

课堂讨论、课外阅读和节目排练，反复打磨传统文化和经典语段，

深入挖掘并结合专业特色，展现舞台表演效果，从而增强了对楚

源文化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在我们学校举办的第十三届英语节活动中，英语组的老师们

将“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和文化元素融入全校十六

个班级的活动中。经过充分而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每个班级都

发挥出自己的创意和特色，通过各种形式生动地再现了沿线国家

的著名历史遗迹、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以及各具特色的美食风味。

学生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展板、生动的演讲、精彩的短剧和丰富的

手工制作等多种方式，展示了他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

的深入了解和独特见解。有的班级结合专业特点，通过角色扮演

的方式，模拟了不同国家的商贸交流场景，同学们身临其境感受

到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还有班级通过品尝和制作沿线国家的

特色美食，让同学们在味蕾的享受中领略到异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些活动不仅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到了新知识，更

激发了他们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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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贯彻“通文达艺”理念的师资培训

在“楚源文化”的启发下，建立师资团队质量“一站式”培

养体系。立足学情探索与专业特色相结合的优质示范课，积极搭

建中职院校文化课交流学习平台，加强教师对“楚源文化”的理

解与传播能力，开展教师教学技能提升培训，鼓励在课堂上融入

楚源文化元素，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例如历史学科组开展以“楚

源文化”为切入点的专题人物系列课程，（专题人物：吴起变法、

楚王问鼎、屈原、宋玉、孟浩然、毕昇、米芾、李时珍、张居正、

熊廷弼、谭鑫培、吴禄贞）共 12 期。依照时间脉络，以关键人物

和重大事件为主轴，采用视频教学与讲授相结合的方式，不仅促

进了组内教师的共同成长，也助力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坚韧

不拔的奋斗精神以及包容开放的心态。

（五）丰富“通文达艺”的社会实践

开展以“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为主题的中

山舰红色基地共建大思政课教育实践活动。将学校教育与博物馆

教育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开创大思政课的新形式，打造更多高水

平思政课程，充分发挥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开

展沉浸式体验教学。

思政创新团队的教师们在中山舰博物馆紧紧围绕“楚源文化”

的五个内涵，分别进行现场授课。如以“爱国”为主题讲述中山

舰牺牲烈士萨师俊的感人事迹，并通过学生分享故事和问答环节

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以“开放”为主题，结合近代史和改革开

放的历程，引导学生感悟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创新”

为主题，结合中山舰的背景讲述创新型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以“进

取”为主题，通过一段与萨师俊舰长的时空对话，把个人追求与

国家命运相结合，激发学生的拼搏进取精神。以“诚信”为主题，

以萨师俊舰长的“信章”为导入，分享有关诚信的名人事迹，指

出新时代我们要高举诚信的火炬。现场的精彩授课激发了师生浓

浓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让学生体验了一次特别的思政课。

（六）丰富“通文达艺”的艺术表现形式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重要论述，铭记我们党走过的光辉

历程、付出的巨大牺牲、展现的巨大勇气、彰显的巨大力量。我

校学生在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带来了音乐剧《“好爸爸”瞿

秋白》。学生们设计跨时空对话，一边是老年瞿独伊的深情讲述，

一边是少年瞿独伊、青年瞿独伊跟随“好爸爸”的脚步走上革命

道路历程的精彩再现。烟花下，瞿秋白教瞿独伊唱响《国际歌》，

成为点睛之笔，以精神的传承构建起故事的核心。对白的余音落下，

《国际歌》旋律的再次响起，现场观众融入其中，共同呐喊出“英

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学生们用精湛的演技和感人肺腑的故

事情节深深打动了现场的观看者，动情地诠释着革命先烈们的热

血青春，用情地表达出新时代青年的爱国精神。

（七）构建“通文达艺”的学生评价体系

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结合学生

的文化课学习和专业课学习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标

准及体系。例如：观察学生的日常学习表现以及参与各类艺术活

动实践活动的表现，利用生生评价、师生评价、实践评价、课堂

评价、舞蹈评价等建设全方位的评价体系，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各类艺术活动，提升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

和审美水平，建立动态的评估系统，密切关注学生的成长成才，

及时调整评估，构建“线上线下、课内课外、过程性评价与总结

性评价”多元评价方式相结合，从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

式三个维度评价学生学习效果。

四、“楚源文化”与“通文达艺”育人模式的创新

（一）创新“楚源文化”核心素养体系

以“楚源文化”为根基，深入挖掘学校历史文化发展中的精髓，

紧跟时代脚步，不断深挖“楚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将“楚源文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职生核心素养教育等理念相融合。在

实践过程中，借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不断丰富“楚源文化”的

传播方式，提升学生的参与度。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发展和弘扬“楚源文化”，还能够培养学生

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创新“通文达艺”教学模式

“通文达艺”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

在文化知识的传授过程中，融合爱国、创新、开放、进取、诚信

等精神元素，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教育教学全过程，使课堂教学与

实践教学成为引导学生学习知识、锤炼心志、涵养品行的过程，

实现育人效果最大化，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帮助学生，促进学

生成长成才，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建立“楚源文化”教育基地

学校将继续深化与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中山舰博物馆

以及八路军武汉市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之间的学习交流与合作，打

造大思政教育实践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学生们将有机会更深入

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以及抗日战争时

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并邀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定期在学校举办各类讲座和交流活动，为学生提供

一个深入了解“楚源文化”的机会。

（四）编写《流金岁月》校园读本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70 年间，武汉市艺

术学校这所艺术家的摇篮，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德艺双馨的艺术人

才。他们或活跃于各类舞台，在艺术的殿堂屡获荣光，或致力于

艺术创编，为文化的发展添彩生辉；或躬耕于艺苑苗圃，为人才

的培养呕心沥血。我们成立《流金岁月》校园读本编写小组，深

入挖掘我校杰出校友的生平概述、成长经历、贡献与成就、典型

事件、人物特点等。通过精心设计的采访，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整

理成册，传承艺术家们的精神，激发更多学子的潜能，让《流金

岁月》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校友们的光辉事迹成为激

励后辈的灯塔。

五、结论

在“楚源文化”“通文达艺”这一独特的育人模式下，我们

将坚持不懈地深化教育实践，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丰富

和发展“楚源文化”内涵，不仅进行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培养

具有爱国情怀、使命担当、创新精神、工匠精神的艺术人才。这

些人才不仅将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还将具备多元能力，能够为

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向前迈进，实

现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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