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棵“创意树”的成长
可爱的熊猫、美丽的蝴蝶……儿童们以手绘和

拼贴的形式，在花瓶画纸上展现他们五彩斑斓的
梦。这是一节关于传统花瓶绘画的“创意树”美育
课堂，也是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火花碰撞。

“创意树”美育课堂是由创意与创新学院发起
的美育校园支教志愿者项目，以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为核心，以“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为目标，旨在通过
发现美、创作美的方式，帮助青少年提升人文素
养。该项目至今已开展3年，累积举办活动100余
场，受益学生人数超过 1000 人，与漳州市大径社
区、厦门市槟榔社区等多社区合作，志愿者的足迹
已遍布全国十多个省份。

白墙变画布，启发无限想象。在支教队员的指
导下，孩子们用色彩和想象力为学校的空白墙面点
缀具有当地特色的元素。“创意树”美育课堂别开生
面的校园墙绘教学形式不仅让小朋友们有了一处
艺术天地，更让校园文化更具地域特色。长汀县河
田朱溪小学的海洋馆外侧焕发出“蓝色”的生机与
活力，泉州市泉港区天湖小学则徐徐展开一幅有关
海丝文化的艺术画卷……

“从一次社会实践发展成一个长期的志愿者项
目，从一支队伍到几十支队伍，我们经历了无数次
的尝试、调整与完善。”创意与创新学院团委书记廖
炜作为项目的指导老师，见证了创意树“美育课堂”
从初创到逐渐成熟的过程。项目团队分为“教学
组”和“联络组”，持续探索日常教学与运营模式的
完善。每次活动的开展都是一场发现问题与解决
问题的“拉锯战”：经费短缺？学校社会实践经费给
予支持；当地教育资源有限？“联络组”对接当地企
业进行资源引进；课程体系的趣味性与教育性如何
平衡？“教学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实践慢慢摸
索出独属于“创意树”美育课堂的教学模式，团队成
员也逐步完成了从“学生”到“小老师”身份的转变。

“我们在教小朋友时，也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
新的启发。”支教队员创意与创新学院2022级张怡
彤分享道。在“立体主义”海洋系列的创作课程中，
小朋友画了一幅关于“美人鱼拿枪与军队战斗”的
场景，希望大家保护海洋环境免受污染。小朋友

“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让张怡彤意识到，
若要唤醒人类对海洋的爱护之情，其实可以转变思
路，从海洋生物的视角出发来设计作品。可见“创
意树”美育课堂并非美育教学的单向输出，而是在
课堂互动中形成了思维与素养的双向输入。

不久前，厦门市海沧团区委会同厦大团委开展“青
春主人翁”青年志愿项目对接会，“创意树”美育课堂
项目等7个项目落户海沧。接下来，“创意树”也将在
这个新起点上继续蓄力，服务校区、服务属地、服务社
会。从一颗“创意”的种子开始，“创意树”在汲取“美
育”养分的过程中生根，发芽，成长。

在“开‘心’福见”遇见幸福
这是一群“偷穿大人衣服”的孩子。他们拖着

沉甸甸的行装，拄着拐杖笨拙地向前挪动着，手忙
脚乱地翻越障碍物、记账、读报、夹豆子。 穿过重
重关卡，终于可以摆脱“年岁”的重量，孩子们情不
自禁地慨叹道“我回家以后要鼓励爷爷奶奶多运
动，而且要耐心一点，不能总是催老人家走路。”

这是“开‘心’福见”青年志愿项目开设的课程
《生命之光》，让志愿者带领儿童探索生命的意义。
儿童需要穿戴上老人体验装，借助耳塞、特效眼镜、
护肘等一系列道具，模拟老年人的日常，切身体验
老年人生活的不易。 此外，儿童也会在养育植物
的过程中，观察植物的生长历程，从而理解人的生
命周期和自然规律。

“开‘心’福见”，是由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
起的志愿项目，同时关注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
健康两个方面，旨在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适
应。“开‘心’福见”从情绪认知和管理、社会交往和
关系、学校适应和学习等多个维度出发，设计了丰
富多彩的课程和配套的桌游、绘本、小程序等教学
工具，以游戏式学习、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创新性
教学模式调适和干预儿童的行为，达到预防潜在心
理问题的效果。

在《校园零欺凌》课程上，借助团队研发的同名
app和小程序，志愿者通过情境模拟和游戏互动，引
导儿童正确辨认什么是校园欺凌，以及在面临欺凌
时，如何在自保的前提下帮助他人。在游戏中，儿
童玩家会扮演欺凌事件的旁观者，他们若主动选择
向虚拟受害者伸出援手，就会获得积分奖励。

《“心”际穿越》则利用团队自主研发的桌游“转
念智多星”和“心晴晓赞”，教导儿童进行情绪调节，
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应对问题。

在玩“转念智多星”桌游时，儿童玩家会抽取一
系列写有负面事件的卡片，比如“道路拥堵”“眼镜
坏了”，接着，他们需要根据抽取的卡片设想一个

“伤心”情景。“我刚要出门却发现眼镜坏了，又碰上
堵车……”志愿者则引导他们转换看问题的角度，
以“开心”视角来看待“伤心”情境。“眼镜坏了正好
可以换个新的；虽然堵在路上，但这是独属于我的
时间……”

“人有喜怒哀乐，正如天气有阴晴雨雪，这些都
是正常的现象。”在“心晓晴赞”的游戏中，志愿者将
人的心情与天气作比，让儿童更好地理解情绪变
化。儿童玩家会分享近期的心情，同组其他人则需
要给出治愈心情的良方。有一位小朋友体验后兴
奋地说：“我现在感觉心情好多了，伤心的事情就像
下雨天，雨总会停的！”

寓教于乐的课程和妙趣横生的游戏播撒了幸福
的种子，让每一位孩子在“开‘心’福见”遇见幸福。

美好时光从“一老一幼”中回归
“弟弟，第一局你只要给我2个金币，不然你最

后的金币还没有刚开始多。”“哥哥，我只有把自己
所有的金币都给你了，我们总共的金币才最多，再
分配时也比较公平”。

在“分配的苦恼”“投桃报李”“你来我往”等课
堂实验中 ，小朋友们两人一组，在一个个生动有趣
的经济实验游戏中积极思考、相互配合。

这是经济学院在演武社区、内厝社区等多个厦
门社区辖区内小朋友开展的“趣味经济小课堂”项
目。自 2023 年 3 月开展以来，志愿者们通过趣味
化、通俗化的改编，用专业但又不失活泼生动的语
言，给孩子们带去经济启蒙课堂。去年暑假，他们
还带着专属教具“经济盒子”远赴宁夏，为山区的孩
子播撒下了经济的种子。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可爱的教具，引导小朋友
去用经济的思维去思考问题。随着课堂的不断深
入，他们越来越熟练掌握经济游戏的精髓，这也让
我们非常高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22级本科
生王焱烨分享道。

在白城社区内，一场场专为老年人开设的“经
济e课”正在进行中：“购物平台上弹出来的优惠广
告不要乱点；陌生人发短信冒充子女要钱，要先给
子女打电话……”

网络经济世界鱼龙混杂，如何为老年人建立起风
险防范的安全港湾？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暖盈桑榆志
愿服务队”以手机教学为项目核心课程，科普日常金
融借贷、防范电信诈骗系列小讲座为辅助，采用“线上+
线下”“手机+拓展设备”“主讲+一对一”的多种教学
模式，让社区内的老年居民们“老有所e（依）”。

用微信加好友、微信支付、支付宝电子果园种树
……在经济学院2023级本科生黄怡婷的帮助下，张
奶奶学会了一系列智能手机的应用，生活变得越来越
便利，与孙女的交流也变得多了起来。手机对她而言，
不仅是生活的工具，更是与小辈们增进情感交流的催
化剂。而对于“暖盈桑榆”来说，老人们在活动中露出
的会心笑容，则是他们志愿服务的最大动力。

除了“趣味经济小课堂”“老有所e（依）”外，“生
命安全小课堂”“小学兴趣班”等社区项目也在同步
进行中，自2021年起，项目累计开展500余次，参与
志愿者总数达5000余人，累计服务对象7000余人。

人类学家项飙曾提到，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
势，是“附近”的消失。我们要么了解自己的小家，
要么关注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但对于处于中间
的“附近”——社区却不甚了了。回归社区，关注身
边人的幸福，让幼有所学、老有所依，是经济学院青
年志愿者给消失的“附近”交出的社区答卷。
(文/学生记者汤雪玲张舒怡曾梓乐图/受访者提供)

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卢照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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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力量青力量””让社区让社区““幸福底色幸福底色””更足更足

▲“创意树”支教队员手把手教孩子画画。

▲“开‘心’福见”志愿者为社区孩子教授课程。

▲“暖盈桑榆”志愿者为社区居民讲解如何
使用智能手机。

今年今年33月月55日是全国第日是全国第6161个个““学雷锋纪念日学雷锋纪念日””，，也是第也是第2525个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志愿新时代志愿新时代，，星火社区行星火社区行。。一批厦大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正走进社区一批厦大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正走进社区，，将青春融入社区建设的现在与未来将青春融入社区建设的现在与未来。。

本期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的志愿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的志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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