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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挖掘、宣传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来自基层一线
的“四有”好教师，本报开设了《点赞好老师》专
栏。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四有”好教师，赶紧
给我们发推荐信吧。

征集邮箱：xiandaijinbao@qq.com（标题上
请备注“征集好教师、学校名称”字样）。

连接两地文化
让学生在音乐之外有新收获

陈嘉玮把藏区带回来的民间乐谱当成作业
演绎并发在网上，没想到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
其中大部分是藏族与藏文化爱好者。随后她开
始不定期更新各藏区的民歌，并收获了一小批
支持者，成了一名“网红”。随之，她的个人公众
号诞生了，致力于传播藏地音乐与文化符号。

这份与众不同的经历也引起了学校的关
注与重视，“嘉玮无形间联结了两地的文化，让
遥远的西藏变得不再遥远。”对松花江中学的
孩子来说，不同的文化圈不再是完全独立陌生
的领域，并开始主动突破民族地域间的隔阂，
也知晓了音乐与其他文化领域相依存的关系。

“孩子们竟然能在课堂上作出文化性的关
联、说出意想不到的知识点了！”看到孩子们改变
后的任课老师欣喜地说道，“陈老师的这份执着
也深深触动着我，激励我追寻我自己的梦想！”

“孩子回家开始关注那些传统的角角落落
了，对音乐与文化的起源也有了兴趣，对民族
民间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这个非常好！”一位
学生家长这样感慨。

孩子们上她的音乐课，常有小
惊喜，看着老师边弹边唱、载歌载
舞，孩子们顿时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而寒暑假中，她又穿梭在江南和藏
地，创建了个人公众平台连接藏汉
两地文化，并将原汁原味的民族音
乐文化带到课堂。

她，就是北仑区松花江中学音
乐老师陈嘉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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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陈老师的音乐课，常有小惊喜！”今年八年级
的蔡同学说起陈老师上的一堂音乐课，记忆犹新。

“陈老师先是放了一首藏族音乐，让我们惊喜
的是，随后她随着音乐跳起藏族舞，我们都看呆了，
明白过来后大家都鼓起掌来呢！”女孩兴奋地说。

让大家更惊艳的是，而后陈老师拿起一把颇
具民族特色的琴，边弹边唱，歌声似乎把大家带到
了遥远的藏区……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也
一起打起节拍，跟着节奏摇摆身体，上课的气氛顿
时轻松起来。

陈老师告诉大家，这把琴名叫扎念琴，是藏族
特有的乐器；大家唱的是藏族民歌，名为《我的家
在日喀则》。

“原来音乐课可以这么有趣！”同学们都恍然
大悟。

“当上课变成了玩，音乐的灵动与感染力便
出来了。”说起这样上课的初衷，陈嘉玮说回归
本真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着她。

她介绍说，音乐书中的藏族音乐单元一直
是难以触碰的领域。由于学生们对远方族群的
不了解，上课中表现更多的是一种疏离与浮于
表面，更不用说去体会民族特色。

为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陈老师试图
将她在藏区采风时的所见所闻融入课堂，让学
生以亲历者的角度走进藏族音乐。

“开阔的高原上，我该如何让我的声音传递
得更远？”

“喊！”
“不，喊太累人了！有个好办法，那就是变洪亮。”
她说，当教学情景化与问题化结合，再通过

似乎无意识的某事告诉学生，他们便会牢记。藏
族音色的洪亮不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点，化为
了生活经验的常识，同时他们也知晓了一切结
果都能溯其根源。

“这些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没想到能现
场见到！”“原来民间音乐一点也不无聊！”“藏族
和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我以后也想去实地
采风！”……学生们总会在课后叽叽喳喳地围绕
她讨论起来。看到这些眼中焕发光芒的学生，陈
老师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陈嘉玮说，自己对未知的好奇与探索，恰好
符合中学生青春期对理想的追求。而自己对非
遗文化的执着，也给学生以启示：爱好可以多元
化，把传统的东西融入时代新元素其实是个很

“潮”的选择！
“我只想把当地真实的东西带过来，而教师

这个身份使我恰好具备了传播文化的条件，这
应当就是属于我的责任吧。”陈嘉玮说。

2018年9月，毕业于浙江音乐学院民歌专
业的陈嘉玮来到北仑任教。

而她有个爱好：痴迷于藏族音乐。她创建
了个人公众平台，“措香境观”连接藏汉两地文
化，还2019年6月赴甘肃甘南夏河采风，2020
年7月赴西藏日喀则拉孜采风，经年游历藏区，
致力于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与藏族非物质文化
的传承与保护，努力将最真实的民族音乐文化
带到课堂，呈现给每一个孩子。

“我想像百年前的学者那样，到一个陌生
的地方感知他们的生活，去挖掘这一切诞生的
根源。在教育中放入最真实的文化与艺术，而
不只是站在他者的角度旁观这个世界。”

于是，一到寒暑假，陈嘉玮便背上行囊奔
走在藏区的路上，走访民间艺人。为了更好地
融入藏人生活，她花了两年的时间学习藏语，
为自己取了藏名叫措香。

她还在拉萨拜师了著名扎念琴弹唱艺人白
玛次仁。白玛老师告诉她，带给听众欢喜才是音
乐本身初始的作用，“当今音乐圈纷乱繁杂，多
的是为名利来往，于是音乐也迎合着大众，被世
俗推着走了。你学音乐的发心又是什么呢？”

白玛对音乐的独特解读深深地影响着她，
她开始寻求着来自音乐本初的目的。整整一个
月时间，她把自己锁在房里一天数小时的练习，
宿舍与教室两点一线，左手按弦的茧早已一层
又一层……

课堂上载歌又载舞
学生们顿感音乐的魅力

坚持音乐教育
回归本真

将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带到课堂

这位美女老师坚持让音乐回归本真

陈嘉玮
宁波市北仑松花江中学音乐教师
2018年7月毕业于浙江音乐学院
个人优质课比赛获区一等奖，多

次指导校口风琴社获得区一等奖、市
三等奖，指导校合唱队获区二等奖，指
导课本剧获区一等奖，个人词曲作品
《盼》获区一等奖，撰写的多篇论文在
区里获奖。

●推荐理由

喜欢上音乐课，是因为喜欢陈老
师，她让我们感受到民族音乐的独特
魅力，还了解到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

【人物简介】

结缘民族音乐
背上行囊奔走在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