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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点评人

“老师，我拿到金奖了！”6月1日，丁昊得
知比赛成绩出来后，第一时间跟他的指导老
师分享了这个喜悦。5月底，丁昊参加了第十
七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节，并在少年组以
优异的成绩获得了金奖。

丁昊是咸祥镇中心小学503班的学生，还
是鄞州区学生管弦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6月
2日，当记者联系到丁昊妈妈时，她正陪着丁
昊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宁波市第八次代表大
会开幕式的彩排。看着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儿
子，丁妈妈激动地说：“孩子如今的模样是我
一开始想都不敢想的，真心感谢老师的辛苦
栽培。”

丁昊妈妈告诉记者，他们是台州人，在宁
波做小本生意，夫妻俩对音律一窍不通。丁昊
读一年级时，报名参加学校的“小友友”大提
琴社团，没想到被选上了。

“在乡镇小学能有这么好的老师教孩子音
乐，我们真的很幸运。”丁昊妈妈说。孩子有了
一技之长，频频走上舞台，参加各种大大小小
的比赛。学校每年的文艺汇演，总能看到他那
洋溢着自信的笑脸；代表学校参加市、区级比
赛也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捧回一座座奖杯。这
一切都让丁昊变得越来越自信，而这样的自信
也促进他在学校的文化课学习，甚至是人际交
往。今年，他还成功竞选上了学校大队委。

在咸祥镇中心小学，还有不少像丁昊这
样的幸运儿。这些原本普普通通的乡镇孩子，
凭借音乐才艺被更好的学校青睐。其中，2020
年，张乐其、毛钰宾因大提琴特长分别被效实
中学、鄞州高级中学单独特招；2019年，朱书
汶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大提琴专业；
2018届的沈飞洋是学校开设大提琴社团的首
批学员，如今已凭借优异的演奏水平进入浙
江音乐学院附中。

让音乐点亮
乡村孩子成长之路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发
展，音乐教育得到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与重视。但由于教
育资源匮乏、生活条件落后
等种种原因，农村学校的音
乐教育，乡村孩子的音乐梦
想，总显得困难重重。

咸祥镇中心小学以“小友
友”大提琴社团为载体，依托
镇政府、省文联、大提琴专家
等多方力量，从学员选拔到
专家聘请，从强化训练到参
与比赛，从阵地建设到课程
实施，通过整整七年的努力，
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不 仅 促 进 了 全 校 的 艺 术 教
育，并提升了整个乡镇以及
区、市的大提琴教学水准，开
辟了一条独特的农村音乐教
育之路。

如何让更多的孩子加入
“小友友”的学艺队伍？如何
让“小友友”们的音乐之路走
得更高更远？建议一，加强校
内外师资的融合、拓展。我们
要积极争取更多对大提琴教
学有情怀的本地专业教师入
驻学校，承担起日常的教学
排练工作，实现与顶尖专家
教学的无缝对接，从而进一
步提升教学效度与品质。建
议二，优化大提琴校本课程
的实施。可以依托校内外音
乐骨干力量进一步细化、优
化校本课程《琴韵》的学习内
容与教学方式，尝试从低段
开始普及大提琴的学习，科
学规划多层次的学习梯队，
这样即扩大了普及面，又为
后续选拔更多更优的“小友
友”们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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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每周末都有很多学生奔赴杭州、上海，甚至打‘飞
的’去北京，找名师学音乐。咸祥的孩子很幸福，他们在家门口就
能获得这么好的教学资源。我希望有一天，宁波的孩子都到咸祥
来学音乐。”咸祥镇中心小学校长陈锡江说。

依山傍海的鄞州区咸祥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还是享誉国际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故乡。如今，
在咸祥镇中心小学，有一支专业水准的“小友友”大提琴演奏团
队，他们不仅参加过许多大大小小比赛、公演，还推动了美国纽
约COS乐团前来宁波交流演出。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咸祥镇中心小学的“小友友”大提琴社
团是在2014年成立的。在此之前，这是一
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小学。从师资力
量来看，教师队伍结构不完善，缺乏领军人
物；从教学质量来看，属于中下游水平，课
程体系不完善；从学生的个性培养来看，拓
展课程几乎没有，也缺乏校外实践。

咸祥是享誉国际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
马友友的故乡。经过咸祥镇政府、学校和省
文联专家三方的深入研讨，最终商定，以大
提琴教学作为突破口，全方位大力推进音
乐艺术教育课程。

2014年10月，当时的镇政府领导带着
马友友祖居的修缮方案和咸祥镇大提琴特
色音乐教育计划，专程赴美拜会马友友先
生。“但不巧，马友友去别的国家演出了，镇
里领导见到了他的母亲和姐姐马友乘女
士。同年11月，听闻马友友来上海演出，我
们立即奔赴上海，拜会马友友先生。马友友
听到家乡要推进大提琴音乐教育非常高
兴，听到镇政府要修缮祖居后很激动，他一
页一页翻阅设计方案，看得非常仔细。他希
望祖居能成为交流文化的平台，在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普惠群众方面发挥作用。”咸
祥镇政府文化站老站长邵鹏翱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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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方的推动下，咸祥镇中心小学创
造了乡镇学校开展大提琴教学的成功范
例。他们主要的做法是：镇政府牵线、出资，
不惜花大力气从杭州、上海、台湾等地聘请
顶级专家；在校内层层选拔优秀的艺术苗
子，近乎免费提供大提琴教学机会；让学校
音乐老师发挥桥梁作用，边学边教……

为进一步打造精品课程，学校还结合
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编写了一本大提琴教
材《琴韵》；为进一步健全艺术教育领导班
子，校长亲自统领全校艺术教育工作，分管
副校长任副组长，制订和完善有关规章制
度；成立以教导处、教科室、政教处和少先
队为管理层的艺术教育工作小组，具体负
责工作的布置与实施，使学校艺术教育工
作走上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该校校长陈锡江说：“这些农村孩子特
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周末6小
时以上的专业训练从来没有人抱怨。如今，
全校师生也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艺术教育
是学校的窗口，改变着师生的精神面貌，也
可能改变学生的人生轨迹。”

随着学校艺术教育的进一步完善，
2016年，咸祥镇中心小学相继创评鄞州区
中小学艺术教育项目培育基地、鄞州区中
华文化优秀传承学校。2018年1月，该校被
创评为浙江省艺术实验学校。目前，学校在
原有大提琴社团的基础上，又新成立了小
提琴社团、古典吉他等音乐社团。学校的弦
乐社团也正迅速发展，逐步成为一个具有
咸祥特色、有知名度的弦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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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小友友”乐团在
咸祥镇海边演奏。 资料图片

20182018年年，，““小友友小友友””乐团在马友友祖居演出乐团在马友友祖居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