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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动感的开场，一座花果山出

现在舞台上，“小猴子”或凌空翻滚，

或灵巧腾挪，引得台下小观众一阵喝

彩……这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典

剧目《西游记》的表演现场。

今年 6 月起，这部屡获大奖的儿

童剧将和《马兰花》《小蝴蝶的妈妈在

哪里？》《卖火柴的小女孩》《小美人

鱼》等 11 部优秀儿童剧作品一起，参

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优秀儿童剧

2023 暑期全国巡演 100+”活动，在 12
个省份的 31 个市区县演出 167 场。

从北方到南方、从城市到乡村，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儿童剧接连上

演。“儿童剧要走出去、深下去。不断

扩大服务范围，让更多孩子感受到艺

术之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

俐说，中国儿艺创建中国儿童青少年

戏剧艺术普及推广中心，采取“多馆

多场演出+戏剧教育”和“定制化”整

合打包的方式，推动儿童剧剧目创

作、演出等方面的优质资源更广泛下

沉、更原汁原味输送到孩子们身边。

“儿童剧不仅要走出去，更要在

深入基层、扎根人民中丰富创作，让

儿童剧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载体。”

冯俐说，过去到各地演出是送文化，

现在更重视“种”文化。今年 3 月，儿

童剧《特殊作业》（西藏版）上演，成为

西藏首部儿童剧。这部剧由中国儿

童艺术剧院以无偿授予演出权的方

式，与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共同完成。

“希望为当地儿童创作属于他们

自己的故事，由孩子们一代一代演下

去。”冯俐说，这既是美育的一部分，

也可以让更多孩子享受儿童剧，把艺

术的种子播撒到更多孩子心里。

儿 童 剧 是 孩 子 认 识 世 界 的 桥

梁。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加入儿童剧

创作，儿童剧市场呈现蓬勃发展的态

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于 2022 年发

起并完成了首次“绽放·启航”儿童青

少年舞台艺术作品孵化计划，收集到

来自 20 座城市 120 名创作者提交的

88 部作品，经过精心挑选和孵化，其

中 12 部作品完成了再创作和公演。

“优 秀 的 儿 童 剧 是 社 会 大 美 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之后创作出

更多、更好的作品，丰富儿童和青少

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帮助他们建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冯俐说。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让更多孩子享受儿童剧
本报记者 王 珏

“你看着我，我要为你唱首歌，叫

醒你的小耳朵”“我听到了，刚才耳朵

睡着了，歌声一响叫醒了我……”推

开天津河西区文化馆音乐排练厅的

门，小朋友们和家长们一起跟着老师

在学唱歌。

每周六上午，佩戴人工耳蜗的孩

子们组成的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

都会准时排练。

“对于听障儿童来说，学唱歌很

难，参加有不同声部的合唱团更是难

上加难。”音乐老师王思雯说，孩子们

想要辨听出“Do Re Mi”几个音的

高低强弱，就需要训练几个月。

合唱团团长肖玲是听障儿童的

母亲，有多年听障儿童语言训练的工

作经历。她发现，有些孩子虽然学会

了说话，但依然无法打开心门，“我想

试试用音乐陶冶孩子们的性情，帮助

他们建立自信。”肖玲找到了经常给

残障人群艺术团创作歌曲的作曲家

张如昕，在他的建议下，2014 年成立

了合唱团，老师们自己作曲自己教，

并邀请更多志愿者加入。

王思雯学的是音乐专业，第一次

听说合唱团时，“很震撼，也很感动”，

当即决定加入这个公益团队，一教就

是 7 年。“老师会根据听障儿童的音

域特点，创作适合的歌曲。”王思雯

说，合唱团已经学了《叫醒耳朵》《我

行 ，你 也 行》《小 鲤 鱼 跳 龙 门》等 近

200 首歌，很多歌词是基于孩子们的

经历创作。

学一首完整的歌曲，考验孩子、

老师和家长的耐心和意志力。“让家

长参与课堂，一起跟着节拍歌唱，能

加深亲子交流。”王思雯说。

7 年来，王思雯见证了音乐带给

孩子们的变化，“小朋友们一开始只

是静静地听甚至不配合，到慢慢地开

口尝试、露出微笑，再到爱上音乐、登

台演出，自信快乐地歌唱、表达。”音

乐的种子，就这样润物无声地在孩子

们的心间开出花来。

“合唱团的老师专业负责，孩子

跟得上学习节奏，性格也变得开朗。”

佑佑小朋友的妈妈说。

近年来，合唱团还走出排练厅，

从天津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了世界舞

台。 2016 年，合唱团参加在俄罗斯

索契举办的合唱比赛，获得了银奖与

和平友谊特别奖，后来又赴德国、法

国参加合唱比赛，与听力健全儿童同

台竞技。得知获奖，孩子、家长和老

师一阵惊呼，笑着笑着，又都哭了。

用音乐为听障儿童打开一扇门，

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未来的舞台

将持续闪耀。

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

用音乐打开一扇门
本报记者 龚相娟

让孩子学会欣赏生活、自然中

的美，挖掘劳动、创造中的美，享受

传播美、讨论美的乐趣，关键在于培

育发现美、探索美的意识。促进儿

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美育发挥

着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当前，社会呼唤高质量的儿童

美育。首先要推动美育的均等化改

革，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均等的美

育 资 源 。 2020 年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

意见》，明确提出“健全面向人人的

学校美育育人机制，缩小城乡差距

和校际差距，让所有在校学生都享

有接受美育的机会”。要实现这一

目标，一方面要不断开拓儿童的视

野，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开

发一流的线上线下美育课程；另一

方面要因地制宜，启发儿童从身边

发现美、在生活中感知美。

其次，要推进美育普惠化。不

断完善家、校、社协同的儿童美育体

系，形成人人参与的美育机制。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艺

术感觉和发展潜力，美的感受力和表达能力是应对未来

生活的必备素养。美育的目标是儿童的全面发展，看重

的是一生发展所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关键能力和必备品

格。应当树立优质的儿童美育是人人参与的美育观，将

美育的重点从学科性的知识和技能获取，转变为以美育

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强化美育实践性，引导孩子们

以审美视角发现问题，用关于美的知识和创造能力去解

决问题。

改善美育评价方式，是促进儿童美育优质化的重要

抓手。素养导向的美育评价重点不是考察知识的记忆或

技巧的熟练，而是关注理解、思维、感知觉反应和表达、创

造的独特性，以及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举一反三的知识

迁移能力。要研制符合儿童成长规律的美育学业质量标

准，推动教学评一体化，以评促学、以评促教。去除儿童

美育的竞赛化、功利化色彩，加强美育普及。

当前，美育仍是整个教育事业较为薄弱的环节。重

应试轻素养、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的观念仍然存

在；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依旧面临美育资源不均衡、师资

不足的难题。办好让人民满意的美育，是美育工作者的

责任，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为每个孩子的未来，描绘

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美育图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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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

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

作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

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

美化人、以美培元”“加强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相融合”。

让残障儿童感受音乐之美、让乡村儿童体验戏剧之美、让城市儿童发

现自然之美……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儿童美育领域的生动实践，探讨美

育的均等化、普惠化与优质化，让美育更好提升孩子们的审美素养，陶冶

情操、温润心灵。 ——编 者

■新语R

“老师，有蝉！”6 岁的洋洋发现

树上有昆虫，兴奋地大喊。“这是虫

蜕，是小虫子留下的壳……”广东省

广州市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昆虫课

程上，自然教育导师易宏威带着孩子

们边走边讲。

“孩子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我经

常带他来上周末的自然教育课。”洋

洋的爸爸说，自然教育课程内容丰

富，有益于孩子的身心发展，“这也对

我们家长很有启发，能够跟孩子们建

立共同的兴趣点。”

“在大自然里，处处可能发现惊

喜，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更爱思考，也

能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多年自

然教育经验的易宏威说，作为老师，他

们也要经常参加培训、不断提升。

广州市海珠湿地科教中心自然

教育导师刘雪莹介绍，2015 年，海珠

湿 地 自 然 学 校（以 下 简 称“ 湿 地 学

校”）创建，研发出“探秘湿地”“湿地

研学”等系列自然教育课程。 2017
年，湿地学校又联合 9 所学校的骨干

教师组建了研发团队。经过一年半

的时间，团队研发出“湿地基因”“湿

地鸟趣”“湿地绿影”3 个单元共 18 节

课的本土特色自然教育课程和读本，

获评中国林学会“全国自然教育优质

书籍读本”。

“自然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仅依

靠自身人才队伍远远不够。”湿地学

校副校长冯宝莹说，学校还通过吸引

众多自然教育机构参与，引入社会团

体 、科 研 院 校 和 志 愿 者 作 为 支 持

力量。

2019 年 ，海 珠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启

动了“雁来栖”志愿项目，每年面向社

会公开招募选拔，志愿者需接受为期

1 年的专业培训与实践考核。“之所

以叫‘雁来栖’，就是希望能吸引、聚

集优秀人才前来，助力湿地生态保护

和 自 然 教 育 事 业 的 发 展 。”冯 宝 莹

说。目前，项目已经培养了 183 名自

然教育和生态保护专业的志愿者。

每逢节假日，这些志愿者作为自然导

师，为游客提供生态导赏服务，累计

上岗 1200 多人次，服务游客超 10 万

人次。

2019 年 以 来 ，广 东 全 面 启 动 自

然教育基地建设，积极探索不同类型

的自然教育管理和服务模式，建设各

具特色的自然教育基地，目前已建设

省级自然教育基地 100 个。其中既

有自然资源丰富的自然保护地、国有

林场等，也有动植物园、学校、古驿

道、科研院所等。

广州海珠湿地自然学校——

引导孩子发现自然之美
本报记者 姜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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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电 （记者吴月辉、谷业凯）2023
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 5 月 31 日启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名额共 79 名，其中数学物理学

部 13 名，化学部 12 名，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14 名，地学

部 12 名，信息技术科学部 9 名，技术科学部 13 名，特别推

荐领域 6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总名额不超过 90 名，其

中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10 名，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10
名，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10 名，能源与矿业工程学

部 10 名，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10 名，环境与轻纺工

程学部 8 名，农业学部 10 名，医药卫生学部 12 名（含中医

药 2 名），特别通道 6 名，4 个名额用于支持在西部边远地

区工作 20 年以上的候选人。

本次院士增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分别首次发

布增选指南，进一步明确增选名额向国家急需的关键领

域和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倾斜；向为国防和国

家安全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倾斜；向承担国家重大

科研任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并作出突

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倾斜。

院士制度是党和国家为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导

向，凝聚优秀人才服务国家设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为落

实中央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要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分别研究制定了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制度

文件，在院士资格条件、推荐提名、组织审核把关、外部同

行专家评选和增选大会选举等环节，进一步强化对候选

人多方位评判，并进一步健全监督体系，切实把好院士队

伍“入口关”。

2023年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

本报成都 5 月 31 日电 （记者宋豪新）5 月 29 日，由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南充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在四川省南充

市开幕。儿童戏剧专家学者、展演团队代表等 500 余人

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南充市大木偶剧院创排演出的大型木偶

剧《龙门传说》作了专场演出。该剧依托“鲤鱼跳龙门”的

民间传说，生动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北大木偶

戏的艺术特点和嘉陵江畔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令现场

观众耳目一新。

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是儿童戏剧领域最有影响力

的全国性艺术活动之一，已连续举办 8 届。本届展演以

“点亮童心·塑造未来”为主题，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

27 个省份和中直院团的 34 个艺术院团、共计 1000 余名

演职人员，携 34 部优秀儿童剧目进行展演，涵盖话剧、戏

曲、木偶、皮影、歌舞、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展演期间，

还将举办“一剧一评”和全国儿童戏剧发展研讨会，开展

儿童艺术普及等公益活动。

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举行

美育的目标是
儿童的全面发展，
看重的是一生发展
所需要的正确价值
观、关键能力和必
备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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