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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较大的音乐教室里，
四年级一个民乐团正在进行《赛
马》的专业排练。

“我吹的这个乐器叫笙，是我
们学校今年新买的乐器，我是我
们学校第一个练习吹笙的学生
呢！”403班陈诚同学兴奋地说，
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音乐老师肖伟花说：“这学期
我们在排练《赛马》，需要用到笙
这种乐器，为此学校就新买了。我
们学校的乐器是在教学过程中根
据需要慢慢添置起来的。有些小
众乐器虽然练习的学生比较少，
但我们依旧会给学生介绍乐器的
历史、演奏方式以及音色特点。”

陈诚在一旁补充说：“我之前
是学长笛的，现在已经会三种乐

器了，还学到好多书本上学不到
的知识。”陈诚经常跑来音乐教室
自主练习，他对民乐的热爱，让他
在学习、生活上变得更加自律。因
为只有这样，才有更多时间练习
吹奏。

其实，专业化训练是一件比
较枯燥的事。“有时候，曲子中的
其中一句弹得不好，我会要求他
们弹50遍，没有别的办法，就是
靠多练，加强肌肉记忆。教乐器
多年，我发现孩子们在音乐的理
解和领悟方面加强了不少。民乐
学习除了让孩子们更有艺术气
质外，还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力，
相信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们
也会用在往后的学习生活中。”
肖伟说。

全校共10个民乐团，宁海一小学奏响特色教育

让孩子的童年在民乐弹奏中飞扬

葫芦丝、陶笛、巴乌、

二 胡 、柳 琴 …… 每 天 早

晨，如果你路过宁海县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城西校

区门口，总能看到有学生

或背或拿着一件乐器进

入校内。漫步于校园内，

各种丝竹声不绝于耳。这

是宁海当地一所具有民

乐特色的学校。

经过十几年探索，该

校在艺术教育形式上大

胆创新，形成以民乐为主

的“艺韵城西”特色美育

课程。如今，该校每个年

级都有一两个民乐团，全

校共10个民乐团，按照民

乐校本课程进行专业化

学习。同时全校还有十多

类社团，进行全校民乐普

及。近日，记者走进这所

学校，看他们是如何将民

族音乐的美播洒进孩子

们的心田。

艺术学习
对学生全面发展不可或缺

培养孩子在音乐方面的修养非常重
要，曾经有人说过，“不懂音乐的人，不懂
得如何快乐生活”。音乐本身就是一门艺
术，能够彰显一个人的气质和魅力，一个
对音乐非常敏锐的人，他是非常有品位的
并且审美力也是比较强的。浸润在一所有
民乐特色的学校中整整六年，每天耳濡目
染，学生大概率也会成为有品位的人。

艺术学习尤其是器乐音乐学习更接
近美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

音乐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之
一。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为学生提供审美
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在小学阶段构
建民乐课程、组织乐团活动是传承和发扬
民族音乐文化和实施美育课程的有效方
式。城西校区的民乐团是根据学生个性发
展需要和学校课程资源所开发的、供学生
自主选择的艺术课程，他们的课程内容丰
富充实，乐团活动多样精彩，学生的训练
紧张有序，真正让艺术教育熏陶净化孩子
的心灵，提升孩子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民
乐实践活动扎实有效地推进了中小学美
育改革发展，对于学生成才、良好人格、身
心健康等非常重要。

屠靖南 国家一级演奏家、宁波音乐
协会副主席

构建异彩纷呈的
“艺韵城西”美育课程

其实，民乐课程只是城西校区“艺韵
城西”课程的其中一个分支，此外还有声
乐课程、合唱课程、表演课程、舞蹈课程、
戏剧课程等。为了让每一个学生都能选
择与自己兴趣爱好相适宜，且符合自身
素质特点的艺术活动项目，该校构建了
以民乐为主的1+N美育课程新范式，培
养学生良好的艺术素养审美意识，陶冶
学生艺术情操，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为了让每个层面的孩子都能够收获
成就感，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比如每逢节
日，民乐队就会走进幼儿园、敬老院、社区
等进行演出及参加大型广场文艺汇演、建
国70周年快闪活动等，既锻炼孩子们的
表演能力，也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心。

该校校长张华说：“我们希望在‘双
减’背景下，真正意义上探索实践独特的
美育发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凭自己的
意愿参与到活动中，培养他们对生活积
极乐观的心态，丰富自我情感体验。”

民乐课程的开展，使得城西校区的
艺术教育在社会上越来越有名气，成为
学校一张独特的名片。近年来，该校荣获
宁波市“晨风奖”艺术教育先进集体，“宁
波市首届中小学校园文化品牌”称号，浙
江省第二届义务教育精品课程，浙江省
美育综合改革实践案例二等奖。民乐课
题获得宁波市第五届艺术教育专项成果
一等奖、宁波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
奖。

去年更是个丰收年，校二胡队《赛
马》在全国青少年才艺展中获得特等奖，
校琵琶队《阳春白雪》获得金奖。正·乐民
族管弦乐团的原创参赛作品《社戏印象》
在宁波市教育系统第十九届中小学生艺
术节中荣获一等奖。同年，口风琴器乐合
奏作品《龙的传人》《采茶扑蝶》荣获宁波
市教育系统艺术节器乐合奏比赛一等
奖。这些荣誉的获得让学生成就感满满，
促进学生在平时的训练中更勤奋、更认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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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下午2点，记者走进
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西
校区综合楼四楼的音乐工作坊，
这里共有8个专用音乐教室。古
筝、扬琴、二胡、竹笛、琵琶……
参加各类社团的孩子们正拿着
乐器进入专用教室分组练习，或
吹或弹，或拉或打，进行小班化
分组训练。

该校音乐老师肖伟介绍说：
“我们学校因为民乐普及度广，
家长也很支持，一些课堂乐器
都是学生家庭自己购买的，比
如陶笛、巴乌、二胡、柳琴等，如
果这一天有音乐课，他们就会带
过来，放学就带回家练习。但古
筝、扬琴等一些较大的乐器都是
学校购买的，主要是民乐团学
生用的。”

据了解，该校音乐老师自主
开发的《城西民乐》校本课程曾在
2013年荣获省级精品课程。在精
品课程指引下，孩子们学到了更
多乐器知识和演奏技巧，也培养
了他们审美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最终达到以美启智、以美载德、以
美育人的目的。

2021年，学校正式成立校级
“正·乐”民族管弦乐团，成员从每
个年级的民乐团中选出。民族管
弦乐团根据组别分成古筝组、吹
管组、拉弦组、弹拨组和打击乐组
等。这些孩子都是乐器小达人，能
加入校队最高级别的民族管弦乐
团，他们心里乐开了花，不仅因为
乐团能代表学校参加省、市、县里
的艺术节比赛，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他们能见到更高级别的专家
老师。

原来，在宁海县教育局的牵
头下，该校和浙江音乐学院、杭州
翡翠筝团、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
签订协议，专家老师们会定期来
指导乐团的演奏，帮助学校开发
建设音乐课程。这一举措不仅让
学校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的
优势和不足，对如何开展音乐教
学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思考，让
教师对孩子们今后专业化的指导
上有了方向。

自主开发校本课程，培养学生审美能力

有韧性更自律，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定基础B

▲城西校区民乐团表演现场 通讯员供图▲

学校琵琶社团 记者 钟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