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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衣服穿得好，扣好第一粒扣子很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扣好“第一粒扣子”来比喻引导

青少年价值观、帮助青少年迈好人生第一个台阶的重

要性。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本报推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

题版面，集中展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成

果和学习心得，与大家朝着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的目标

共同努力！

历时半年
17 位学生创作了一幅木刻版画长卷

最近几天，上海市第十中学大礼堂陈列的

一幅木刻版画长卷吸引了很多学生的目光，这

是学校黑白木刻版画小组的17位同学在美

术教师强静的带领下历时半年完成的。青年

报·青春上海记者了解到，市十中学是上海市

“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长期开展黑白木

刻版画课程，此次是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开

展项目化学习，通过协作与探究，努力尝试将文

学作品的内涵以视觉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

记者 刘春霞

“在搜集素材时，我了解到老上海

的风土人情，让我对祖辈的生活有了更

深的认识。”桑宇萱同学介绍说，刀刻制

版过程中，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她学习

到了许多刀法和技巧，“制作版画的过

程，需要脑、眼、手协作，能够刺激大脑

活跃度，锻炼四肢的协调性，尤其是手

的灵活度，让我收获满满。”

在《千里江山图》长卷创作过程

中，让何梦雨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刀刻制

版”阶段，“这是一场对耐心与精细度

的极致考验，每一刀下去，都需谨慎而有

力，既要准确表达不同的笔触，又要考虑

木板材质的特性，确保线条流畅且深

度适中。”何梦雨说，整个学习过程让自

己深刻体会到，艺术创作不仅是视觉的

享受，更是心灵的磨砺，“它教会我如何

在细节中寻找完美，让作品更加生动传

神。同时，在完成长卷的过程中，也让

我体会到与同学们共同学习、协作的快

乐。”

吴晨妍同学和小伙伴们挑选了

小说《千里江山图》中最打动人的场

景，以此为核心进行版画创作。在她看

来，如果说每位同学分别绘制的“千里

江山图”单品是一幅精美细致的版画

小卷，生动诠释老上海单个著名建筑

的神韵，那么所有同学共同绘制并拼接

完成的“千里江山图”则是一幅波澜壮

阔的版画长卷。“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

共同查找历史资料，明确题材分工，统

一创作风格。正是这样的团结协作精

神让我们的作品细节更加完美，更富

魅力，呈现出的整体性更令人心潮澎

湃。”

学校方面表示，这次项目化学习实

践研究十分有意义，同学们阅读《千里

江山图》并进行木刻版画创作，提高了历

史感知能力和艺术表现力。教师引导学

生像艺术家一样思考、协作与探究，提升

了学生的美术学科核心素养，传承了“非

遗”文化。同时，本次项目化学习还为学

校文学与艺术教育的融合提供了新的视

角和方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市十

中学《红色融创》校本课程以阅读获茅

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为

起点，开展了由“看江山”“走江山”“赞

江山”等版块组成的系列活动，呈现了

别具一格的红色思政教育。结合《红色

融创》课程中的“看江山”版块，学校黑

白木刻版画小组的17位同学想根据小

说《千里江山图》创作一幅木刻版画长

卷。为此，上海虹桥半岛版画艺术中心

的版画家邹向群和顾萍萍老师亲临学

校，给予学生现场指导。

根据创作内容，同学们讨论生成了

四个项目小组：虹口区组、老西门组、南

京路组和外滩组。从今年4月至9月，经

过选题入项、搜集素材、绘制草图、木

刻制版、拓印作品、长卷装裱等项目阶

段，历时半年时间，师生们终于完成了

长卷的创作，并将作品陈列在学校大礼

堂。

从小说里获取灵感开展思政教育

在素材收集时了解祖辈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