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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后，马兰花合唱团火了，阜平县
也更出名了。为让音乐教育惠及更多乡村儿童，
阜平县从义务教育阶段的美育入手，大力提升县
域教育质量，以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马兰花合唱团的持续建设工作已有序展开。
有着30年音乐教学经历的苏志艳告诉记者，一般
孩子到小学六年级左右会出现变声期，为保护孩
子们的嗓子，童声合唱团的成员需要不断更新。

“马兰花合唱团取得的荣誉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从
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中持续选拔成员，让更多
孩子能在课余时间接触合唱、参与合唱训练，是
保持马兰花合唱团水准的关键。”

最近两个月，合唱团陆续吸纳了13名新成员。
八一学校三年级学生童子家和二年级学生赵一冰，
都是刚选拔到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她们告诉记
者，现在每天放学后，大家会继续在学校训练一两
个小时。

加时训练会觉得累吗？童子家说：“加入合
唱团以前我就喜欢唱歌，所以训练一点也不觉
得累。”会不会耽误学习？赵一冰说：“没事
儿，我把作业写快一点就行了。”

家长们的思维方式也在逐渐转变。刘凯表
示，马兰花合唱团取得的成绩，扭转了很多父母
的偏见。“现在参加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般家里都
非常支持。特别是在‘双减’政策出台后，更多

家长更愿意让孩子们参加音乐、体育、美术这些
美育活动了，也意识到提升整体素质更有益于孩
子的健康成长。”

参加合唱团以后，赵一冰学会了《送别》《我
的故乡》等歌曲，她说：“在家里我天天都给爸爸唱
歌，他可高兴了，还总奖励我。有了爸爸妈妈的支
持，我想一直学音乐，以后当一名音乐老师！”

为了给孩子们带来更好的音乐教育，山村也
需要更多的音乐教育人才。北京冬奥会结束后，
阜平县与河北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建立起长效
合作机制。受保定学院党委委派，王金山留在了
阜平，挂职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现在，王金山的主要工作从培训学生变成了
培训教师。“邓小岚老师离开了，但我们要接过她手
中的接力棒，继续给乡村的孩子们带来好的音乐教
育。这首先需要提高本地音乐教师的业务水平。”

通过调研，王金山发现，阜平县中小学的音
乐教师资源有劣势也有优势。劣势在于，过去很
长时期内，音乐教育在实际教学工作中不受重
视，所以音乐专业毕业的教师少，音乐老师同时
还要兼任其他课程教学的情况多。优势则是乡村
学校中年轻教师比例大，大家对音乐教育抱有很
高热情。“而且很多老师综合素质强，有人会拉二
胡、有人会弹贝斯，只要给大家机会和平台，乡
村教师也一定能给孩子们带来优秀的音乐教育。”

王金山说。
八一学校的年轻音乐教师高玥，现在每周在

线上参加教学培训。她告诉记者，通过培训，自
己掌握了很多实用的教学方法。“过去我一直觉得
教小学生学乐理知识很难，但现在我知道可以用
一些形象化的表述去讲解。比如一个两拍时值的
音符，为了不让学生唱得过长，就形容说‘一
拍、二拍走，第三拍有个陷阱，唱过了要掉进
去’。这样孩子们很高兴、很主动地就记住了。”

县里的音乐教师们也组建起一个合唱团，大
家以练代讲，先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再去教学
生们合唱。这也让高玥很开心：“和很多老师坐在
一起唱同一首歌的时候，像是自己也回到了学生
时代，这个过程也让我对音乐的热爱更深了。”

音乐除了推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还将成
为阜平县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我们会继承好邓
小岚未竟的事业，一方面加快完成月亮舞台配套
设施建设，使其成为马兰村的标识；另一方面筹
备好下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确保高水平举办，力
争扩大音乐节的影响力。”阜平县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接下来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
展壮大富民强县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继续让歌声充满校
园、充满大山，让孩子们快乐地生活，这也是对
邓小岚老师最好的纪念。”王金山说。

孩子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孩子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河北省阜平县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 贞

太行山山间，一轮由灰

色砖石砌成的“月亮舞台”

（因舞台与背景墙都呈半月

形，故而得名），一半背靠青

山，一半延伸至山麓下的水

池，三五成群的孩子，站在

舞台上深情地弹琴、歌唱。

这个月亮舞台，坐落在

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

村的“音乐谷”；这些唱歌

的孩子，是马兰花童声合

唱团的成员。今年2月，他

们穿着虎头衣、虎头鞋登

上了北京冬奥会开、闭幕

式的舞台，用希腊语唱起

奥林匹克会歌 《奥林匹克

颂》，宛如天籁降临，惊艳

四方。

歌声飞向世界，梦想源

自大山。圆梦冬奥后，孩子

们的生活有了不少新变化，

阜平县也擦亮了一张“音乐

名片”。“六一”国际儿童节

前夕，本报采访了合唱团的

孩子和指导教师，让我们听

听他们的故事。

“孩子从北京回来后，变化可大了！”
梁林芳是马兰花童声合唱团成员白音畅的妈妈，她一直记得北

京冬奥会开幕式直播时，全家人一起紧盯着电视屏幕的激动心情。
“我一下就看到了女儿，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今年1月初，8岁的白音畅离开家，跟随合唱团的小伙伴一起到
北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演出的封闭训练。当时，作为母亲的梁林芳
感到既骄傲又担心。“这是孩子第一次出远门。我原以为她待不了两
天就会哭着回家，结果没想到她能坚持到最后。”

演出结束后，白音畅给爸爸妈妈带了“冰墩墩”做礼物。一进
门，她就抱着许久未见的妈妈讲起了在北京的见闻。“北京好不好？”

“好！北京有鸟巢，有高楼，有好多好吃的……”家人让孩子再唱一
下奥林匹克会歌，白音畅立刻跑到客厅中间，认真地大声唱起来，
跟正式演出时一样左右摇晃着身体。

孩子的开朗活泼，让梁林芳十分惊喜。“从前她性格害羞、内
向，见了生人直往后躲。但参加了合唱团，到北京见识了大场面以
后，就像变了一个人。性格越来越大方了，生活上也更独立了，每
天自己梳头发、洗袜子。”

孩子的变化，离不开几个月来合唱团教学团队的努力。
“去年10月，新组建的马兰花合唱团开始集中训练。最初，孩子

们普遍没有自信，训练过程困难重重。”阜平县城南庄镇夏庄学区中
心校校长刘凯告诉记者，在语言上，孩子们要学习从没接触过的希
腊语；声乐上，奥林匹克会歌音域宽、旋律复杂、变化音多，对专
业合唱团来说也有难度；同时，孩子们还得兼顾学习，文化课不能
落下。“别说这么大的舞台，之前很多学生连学校内的表演都没参加
过。为了让孩子们放松，表演时不拘束，表情自然、舒展，老师就
告诉大家，要去享受音乐。”

为尽快提高孩子们的合唱水平，河北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委
派了四位老师加入指导团队，王金山是其中之一。

“老师们想了许多办法，帮助孩子们在游戏中解决问题，在快乐
中歌唱。”王金山举例说，为了纠正孩子们咬字前后鼻音不分的问
题，老师们先教大家说绕口令，“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
冻豆腐”。“孩子们震惊极了，觉得‘哇，太好玩了！学唱歌怎么像学
相声一样！’”

针对童声音域狭窄的问题，老师们又采用了各种游戏教学、模
仿教学的方式，来调整大家的声音状态。“给小朋友讲哼鸣练声，他们
是听不懂的。老师就告诉孩子，想一想蚊子怎么叫的？能不能学一
学？比一比谁学得更像？这样孩子们的学习欲望一下子就被激发出
来了。再学学狼叫、小猫叫、小狗叫，孩子们就逐渐掌握了不同的音
量、不同的发声位置。”王金山告诉记者，游戏教学既解决了孩子们合
唱中的技术难点，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天籁”的感觉。

就这样，合唱团的孩子们渐渐爱上了音乐。尽管他们当中最大
的才11岁，最小的只有5岁，但在几个月的训练中，没有人叫苦叫
累，反而都觉得很高兴，说“希望一直练下去”。

“2020年初，阜平县脱贫了，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们希望在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上，把山区孩子发自内心的快乐展现给世
界。”合唱团指导教师之一、阜平中学音乐教师苏志艳骄傲地告诉记
者：“我相信每个看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人，都会被马兰花合唱团
纯真、质朴的童声打动。我们的孩子演唱时，眼睛都在发光，真的
像是山沟的夜晚里才能见到的那些星星，格外耀眼、明亮。”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登台表演的孩子，来
自阜平县城南庄镇夏庄学区的5所小学，包括马兰
小学、石猴小学、井沟小学、大岸底小学和八一
学校。在演出集训期间，孩子们统一在八一学校
住宿。现在，该模式继续延续，大多数孩子仍留在
八一学校插班学习，也便于继续练习合唱。

前一段时间，受疫情影响，孩子们都在上网
课。5月初，学生陆续复课，合唱团也可以继续排
练了。这让合唱团成员之一、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
席庆茹十分高兴。

席庆茹是个文静腼腆的小姑娘。尽管去过了
北京，还上过了电视节目、接受了许多采访，但
她的生活依旧平静如初。“我平常有空时，最喜欢
做的还是到学校的音乐教室去自己练琴。”

“不管在哪，不管什么时候，我只要拉一会儿
小提琴，或者弹弹吉他，就会很开心。”席庆茹告
诉记者，如果非要说现在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
自己的音乐之梦更坚定了。“登上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的舞台后，大家都夸我很厉害，我也更喜欢音乐

了。我想以后像邓奶奶一样，做一名音乐老师，教
更多孩子唱歌。”

席庆茹所说的邓奶奶，正是在山区孩子们心中
播种下了音乐种子的邓小岚。

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邓小岚，幼年时被寄
养在马兰村附近的村民家中，这让她心中始终
将这片土地看作是第二故乡。2004 年退休后，
邓小岚来到马兰村，专门教孩子们唱歌，这一
教就是 18 年。多年来，邓小岚在大山里组建了
马兰小乐队，开创了马兰儿童音乐节，建设了

“月亮舞台”“音乐城堡”，培养出 200 多名学
生。正是邓小岚的多年付出，为这里的孩子打
开了梦想之门。

席庆茹是邓小岚亲自带的最后一批学生之
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写完作业，出来玩的时
候就会坐在石头上面唱。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
开始跟着邓奶奶学音乐，也是她教会了我拉小提
琴。”席庆茹说，邓奶奶是自己心里最可爱的人。

“她永远那么和蔼，一直笑眯眯的。要是没有邓奶

奶，我不可能会学琴，更不可能被选进合唱团、
去北京唱歌。”

每个因邓小岚而爱上音乐的孩子都对她心怀
感恩。

第二批马兰小乐队成员孙志雪，还能清晰地
回忆起十几年前自己与邓小岚的第一次对话。“那
天，我看见邓奶奶正在教一个姐姐弹电子琴，我
突然特别想上手去摸一摸、弹一弹。我小心地问

‘我可以试试吗’，她就笑着说‘可以啊’，然后教
了我第一个电子琴作品 《来和我划船》。”如今，
孙志雪已从北方民族大学音乐学专业毕业，她
说：“是邓奶奶的无私和奉献成就了我们。”

然而，今年 3 月 21 日，邓小岚因突发疾病，
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4月，邓小岚被追授“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王金山满怀深情地告诉记者：“邓老师帮助孩
子们实现了梦想，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阜平。她对
阜平的贡献影响深远，推动阜平县文化教育事业
前进了一大步。我们会一直感谢她、怀念她。”

“是邓奶奶的无私和奉献成就了我们”

“让歌声充满校园、充满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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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岚邓小岚（（右一右一））指导学生弹奏乐器指导学生弹奏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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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彩排前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彩排前，，马兰马兰
花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准备上场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准备上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彭子洋摄摄

▶▶在国家体育场在国家体育场
后台后台，，马兰花童声合马兰花童声合
唱团的孩子们与北京唱团的孩子们与北京
冬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开冬残奥会开
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
（（前排中前排中））合影合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许雅楠摄摄

“把山区孩子发自内心的快乐展现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