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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园上演交响乐盛宴
让音乐艺术育心智、伴成长

《红旗颂》《红色娘子军》《贵

族的气息》《第二圆舞曲》《变形金

刚》主题曲……近日，海曙区高桥

镇中心小学举行了一场交响乐团

汇报音乐会，参加演出的都是该

校的小学生。近一个小时的演出，

小小乐手们演奏了精心编排的9

首曲目，展示出了弦乐的连绵、铜

管的震撼、木管的委婉、打击乐的

轰鸣交织，将他们心中的艺术种

子开成了花。

高桥镇是一个位于海曙区西

北部的城郊小镇，就连学校的老

师都笑称自己的学校是一所农村

小学。但这个小学却组建起了一

支小学生交响乐团，为孩子们接

触高雅音乐艺术打开了一扇大

门，把“美”的种子潜移默化地播

撒在孩子心中，让音乐育人心智、

陶冶情操。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文/摄

“东拼西凑”成立了
第一个交响乐团

“别看现在的高桥镇这么美，
15年前这里就是农村啊，学校的
周边都是农田。从一开始只有 10
余人的小提琴兴趣小组，到如今
这样一支交响乐团；从一开始的
招生需要老师上门给家长做思想
工作，到如今得到家长的信任和
支持……我是看着学校的乐团一
步步成长起来的，真的太不容易
了，每每听到孩子的演奏，我都会
热泪盈眶。”高桥镇中心小学副校
长唐丽琼说。

据介绍，在“五育并举”的教育
理念下，高桥镇中心小学十分重视
美育课程的建设，通过艺术素养的
提升，培养“阳光、向上、高雅、卓
见”的学生。经过多年的积累，学校
用“东拼西凑”的方式终于在两年
前组建成了一支有65名成员的双
管制小学生交响乐团。

长笛、双簧管、小号、圆号、长
号、大号、小提琴、中提琴……目
前，该校有 20多个不同的器乐社
团，每天都有 20多名外聘的音乐
老师来学校教学，他们大多来自宁
波市音乐家协会。孩子们在校园里
就能享受到优质的音乐教育资源。

因为乐团数量多，课余时间走
在校园里，总能听到悠扬的乐声。
每天早晨，是管乐、打击乐学生的
训练时间，中午则是弦乐类社团的
训练时间。每周四次专业课，每周
两次乐团排练课，每周末一次面向
部分学生的小课，整个乐队的训练
模式形成了常态化和梯队化。

“我们从一年级9月份新生入
学开始招新的乐团成员，通过自
愿报名和专业老师选拔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十月中旬开始分班授
课。基本达到5至10个孩子配备
一位专业老师，小班化教学。”学
校政教处副主任、弦乐指导老师
史文博说，一年级至三年级是基

础班级，进行基本功的训练；四至
六年级是提升班级，也是学校交
响乐团的主力。从三年级起，乐团
会选拔部分优秀的孩子参加排
练，学生进入乐团后，每周除专业
课外，还会增加两次排练课。

家长和孩子们也十分珍惜能
进入乐团的机会，每次排练都非
常积极。在训练的过程中，孩子们
的综合素养得到了进一步的提
升。乐团里的小提琴手王立智是
一名六年级学生，他从一年级开
始学小提琴，三年级时又增加了
钢琴，每天要练琴3个小时。那学
习时间还够吗？“够的啊，我在学
校托管时就把作业都做完了。我

原来性格比较拖拉的，因为喜欢，
想要有更多的时间练琴，学习上
就更加抓紧了。”王立智如是说。
事实上，乐团里还有不少学生是
六年级的，即使在紧张的学习氛
围中，他们依然坚持参加排练。

能坚持学大提琴六年，俞莹感
到十分幸福，“我一开始学琴时，妈
妈给我买的大提琴要五千元，当时
觉得很贵了，后来才知道好的大提
琴要上万元。现在我用的琴是学校
的，要两万多元呢。很感谢学校找
了那么好的老师，还给我们用这么
好的琴。”据了解，一些社团的大件
乐器，如低音提琴、马林巴、大号
等，都由学校提供。

在管弦乐课程学习中，该校
采取精品打磨和全员普及相结合
的授课模式。学校以“管弦乐”学
习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小学音乐
教学与管弦乐课程的契合点，在
课程教学、管理机制、资源开发与
利用等方面进行深入融合。除了
乐队训练的学生，学校还开发小
学交响乐的校本课程《走进交响
乐》，课程内容包含乐理、视唱、练
耳；音乐简史、音乐常识；作品结
构、演奏形式、音乐会礼仪；音乐
家故事以及名曲欣赏等，让每个
孩子都了解交响乐、学习交响乐，
感受交响乐的无穷魅力。

为了给乐团学生提供更多展
示自我的机会，交响乐团与学校
大型活动有效融合，在校园中营
造浓郁的艺术氛围。如六一、元旦

等大型节日庆祝活动，乐团总是
为师生们送上一场场视听盛宴。
该校校长严文若表示：“并不是每
一位乐手都有机会进入音乐厅演
奏，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走
进音乐厅聆听现场音乐会，学校
之所以建立这么一个阳春白雪的
交响乐团，就是想给孩子们，特别
是乡镇小学的孩子们，搭建一个
高雅音乐的平台。对孩子们来说，
能在校园里见到交响乐团，真真
切切地接触到各种音乐和乐器，
内心是欣喜且憧憬的，在他们幼
小的心灵打开了一扇艺术之窗。”

更为难得的是，学校非常重视
乐团成员的后续发展，为学生搭建
了多种上升渠道，比如与浙江音乐
学院附中等专业院校合作，成立训
练基地。近年来，该校部分优秀学生

考入了浙江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沈
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等学校；部分
学生考入蓝青中学、鄞州中学、效实
中学等重点中学交响乐团……孩子
们在更高、更远的平台遇见了更好
的自己。

交响乐团作为该校美育的一
个重要载体，潜移默化地达到了育
人心智的作用，为完善人格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学生钟熠祺的妈妈
说：“我觉得我孩子每次上台演出
时散发着光芒，跟平时截然不同，
非常自信。孩子们在交响乐的演奏
和配合中，自主性、创造力、感受力
及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校长严文若表示，学校将继
续深耕美育课程建设，以艺促教，
受益广大学生，培育出更多符合
新时代发展的全面人才。

交响乐作品结构复杂，音响色彩丰富，是音乐课程中艺术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交响乐作为人
类音乐文化的高级形式，对于学生音乐素养的提高、心灵健康的促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开发、思
维能力的活跃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高桥镇中心小学交响乐团的规模及配置，在浙江省内屈指可数，作为一所农村学校实属不易。
乐团的结构合理、梯队建设有序、训练模式科学，让乐团作品有很好的呈现。学校深耕交响乐课程
建构，让学生充分感受交响乐，对提升学生的美育素养意义深远。

希望乐团在声部的配置及作品的处理上更加深入细致。相信在交响乐的滋养下，孩子们可以充
分感受美、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在梁祝这片美丽的土地，奏出最动听的旋律！

王百红 宁波市音乐家协会小提琴艺委会会长

每年都从一年级新生中招乐团成员

给乡镇的孩子搭建接触高雅音乐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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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交响之音润泽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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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音乐会现场汇报音乐会现场。。

汇报音乐会现场汇报音乐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