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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大山深处，90 后小

伙肖惠文已经在水槎乡中心小学担任了 4 年

音乐教师。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探索如何为

村里的孩子们上好音乐课，用竹笛传递音乐

的美妙和魅力。

思 考

上山里娃需要的音乐课

2017 年，25 岁的肖惠文回到故乡，担任水

槎乡中心小学音乐老师。可第一堂音乐课，

就给他浇了一瓢冷水。

“村小学生的音乐基础薄弱。”课前，肖惠

文信心满满，要给学生们讲点专业的乐理知

识。结果，从创作背景到曲目分析，从音乐构

造到音乐美学，音乐课上成了“语文课”。

课后，肖惠文开始反思，“村里孩子需要

什么样的音乐课，音乐教育应该达到怎样的

效果？”意识到问题，他想了一些办法，第二堂

课带上了竹笛和葫芦丝，还设计了趣味小游

戏，课堂气氛好了起来。

“音乐教育先要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再有

针对性地制定学习计划，不能一味往专业方

向培养。”理顺教学供需关系后，肖惠文决定

把吹奏竹笛加入教学。

选择竹笛，跟肖惠文的音乐经历有关，

“我从小学开始学吹竹笛，学习了 10 年，其间

父母一直引导和支持，我也因此在音乐上收

获了更多乐趣。”

2020 年秋季学期，肖惠文从班里挑选 38
名学生成立了竹笛班，每周固定上课，假期集

中 训 练 。“ 重 点 训 练 气 、唇 、舌 、指 上 的 基 本

功。为了提高对音色和气息的掌控能力，我

要求学生每天早上 6 点半起床跑步、做仰卧起

坐等锻炼。”肖惠文说。

热爱，让孩子们沉浸在音乐的快乐里。

经过一个假期的练习，孩子们把一首《井冈山

下种南瓜》吹得有模有样。

改 变

孩子们敞开心扉、树立信心

“左手朝外，右手朝内，拇指按笛；打开嘴

唇，牙齿不动，闭上嘴唇，然后发出‘噗’的声

音……”采访时，学生们兴冲冲地凑了过来，

主动演示怎么握笛、吹响。

水槎乡中心小学有 670 名学生，其中留守

儿童占 60%左右。“第一次见面，很多孩子的

眼神里透着不自信。”那段时间，肖惠文不断

思考，“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以前的校园生活比较单调，现在学生们

有了共同的兴趣，有时候会一起探讨吹奏技

巧。”肖惠文认为，“音乐能够让孩子们拥有更

加充盈的内心，还能帮助孩子们敞开心扉，积

极表达自我，树立信心。浸润在音乐的世界

中，他们更容易感受爱、传递爱。”

“ 竹 笛 的 声 音 很 清 脆 、美 妙 ，我 特 别 喜

欢。”自从学会吹竹笛后，学生雷倩变得活泼

开朗了不少。“现在她更爱笑爱说话了。”爷爷

对孙女的变化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放学回

家后，雷倩常通过微信视频，给在外地打工的

父母吹奏竹笛曲。

去年底学校举办的竹笛大赛上，四年级

三班的黄勇以自学的《踏山河》获得了一等

奖；四年级二班的熊晓纯展现出天赋，已经成

为竹笛班班长……学生们收获了快乐和兴

趣，还有更多成长的可能性，肖惠文笑道：“说

不定就有学生会成为竹笛演奏家。”

4 年的乡村教学经历，让肖惠文越发成

熟，“从学生身上我看到自己的价值，教学带

来的满足感无与伦比。”

传 承

在音乐里感受传统文化

肖惠文的住处有两间房，其中一间专门

用来教竹笛制作，10 平方米不到的制作室里

摆满了竹材和工具。

一次偶然机会，肖惠文了解到有种乐器

叫尺八，已经传承千年。这促使他从传承传

统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竹笛教学。练百遍笛，

阅千篇文。为了感受乐器文化，肖惠文趁着

暑假到浙江杭州学习了竹笛制作，又把学到

的制作工艺带回校园。

“学校后山的竹子都是毛竹，而制作竹笛

要用苦竹。刚砍下来的竹子不能马上用，要

阴干两三年。”制作室里，肖惠文边演示边说：

“笛子的壁厚决定了音质高低，先测量内径外

径看壁厚，来决定笛子调性。再算好孔距、孔

宽打孔，笛孔的形状、大小、位置都会对音色

产生影响。”

学习竹笛制作绝不是依葫芦画瓢。“过程

中会产生很多思考，反复校音能增强对好音

色的认知和判断，这是很好地理解乐理的机

会。”肖惠文说。

上学期，学生们进行了初步体验，“这学

期，学校准备了竹笛制作教室和排练演奏教

室，三、四年级学生学吹笛，五、六年级学生学

制作。”肖惠文说，学习竹笛制作不仅锻炼学

生的动手能力，“制作的过程就是浸润的过

程，领悟其中的文化内涵，孩子们会思考为什

么要用竹子做材料等。”

从演奏到制作，再到如今的文化课，音乐

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孩子们也在

音乐中感受、传承竹笛文化。

笛声阵阵，随风飘扬在校园、教室、操场，

孩子们的心灵与音符一同律动，悦耳的音乐

与爽朗的笑声在大山里回荡。

图①：学生在学吹竹笛。

邓和平摄（人民视觉）

图②：肖惠文在上声乐课。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江西省泰和县90后教师肖惠文探索乡村音乐教育——

竹笛声声绕青山
本报记者 朱 磊 周 欢

开设竹笛班、排练新
曲目……江西省泰和县水
槎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
惠文让竹笛走进校园，把
音乐课上得有声有色。竹
笛不仅提升了学生的音乐
素养，也让山里的孩子们
收获了兴趣和快乐。

核心阅读■解码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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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刘阳）21 日晚，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如约而至，首次实现在海内外同步播

出。截至 21 日 23 时，晚会电视直播关注度和市场占有率双

双第一，相关视频播放量超 9 亿次。

此次晚会将现场舞美、实景道具、AR 技术以及视频画

面巧妙结合，带来全方位的视听效果。节目设置上，晚会主

线清晰，以家国情怀为主题唤起全球华人的情感共鸣。晚

会现场，交响乐版《觉醒年代》主题曲让观众听得激情澎湃，

刚刚结束任务的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们也送上了一组在太空

拍摄的月球照片，现场反响热烈。

为了让海内外受众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

国际视频通讯社首次向海外电视媒体推送中秋晚会，并配

以英文解说、编发节目集锦报道，为全球受众奉上了一台融

中秋习俗、民族特色于一体的视听盛宴。美国中文电视台、

加拿大新动力传媒、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等外国媒体以及

澳门有线电视等同步播出总台中秋晚会。总台大湾区之

声、台海之声广播频率及其新媒体平台同步向港澳台受众

播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海内外同步播出

本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管璇悦、王珏）“摩崖上的

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开幕。展览分为“民安国定，摩崖颂中兴”和“地缘人彰，山

水绿潇湘”两个部分，遴选自唐至近代的近 60 件（套）永州

摩崖石刻拓片，生动展陈颜真卿、柳宗元、怀素、周敦颐等历

代名家的遗珍，让观众充分领略摩崖石刻的文化艺术价值。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永州摩崖石刻

兴盛于唐代，历经宋代流衍、明代追摹和清代考据的千年积

累，形成了浯溪碑林、阳华岩、朝阳岩等多处摩崖石刻群景

观，呈现出历代诗文同处一崖的独特文化现象。

据了解，该展览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永州市委、市政府承办，展览将持续

1 个月。

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亮相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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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潘俊强）由文化和旅游

部、北京市政府主办的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9 月 21 日在

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将举办至 10 月 15 日。

本届京剧艺术节推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优秀剧目，集中展示来自 27 个省区市、41 个

表演团体的 23 台大戏、4 台折子戏专场及 10 台线上展演剧

目。入选剧目中，现代戏、新编历史剧、整理改编传统戏三

者并举，集中展示了京剧工作者的最新成果。

本届京剧艺术节采取线上演播和线下演出相结合的方

式，所有参演剧目将进行线上演播。

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开幕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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