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教育健康部主编/责编 卫轶 / 美编 肖莎 / 校对 潘丽玲 教育 A12

据介绍，羊城少年研学团的主打
是在研学中趣学新闻，在形式多样的
研学活动中激发青少年“向善、尚美、
乐学”的正能量，培养青少年的新闻敏
锐度与新闻技能，让学生成为具有更
开阔视野和更全面素养的时代新人。

利用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
的平台、渠道和资源，将为参加研学
活动的羊城少年提供充足的展示空
间，让研学团成员的文字作品和视频

作品都有机会在高曝光度、高流量的
官方平台发表，让学生的成长看得
见，为学生成长“简历”添彩。研学结
束后，研学团成员还可获得羊城晚报
社和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颁发
的研学证书，并将评选部分优秀的羊
城少年进行长期跟踪定向培养，有机
会参加羊城晚报社组织的各种活动。

据了解，羊城少年研学团未来
每月将不定期开展两场研学活动，

将以更精心设计的研学主题和研学
内容让更多羊城少年受益，让他们
在研学活动中实现个人成长与风采
展示，欢迎有兴趣的羊城少年加入。

华师附小徐丽红老师的“美好教育”

让每一个孩子
文/蒋隽 图/受访者提供

美是纯洁道德、丰富
精神的重要源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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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
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相比语数英等学
科，中小学音乐教学
更 需 要 探 索 和 研
究。广东省名教师
工作室主持人、华南
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音乐教师徐丽红以
热爱和坚守，24年来
探索实践让孩子愉
快地走进音乐世界。

“我扮包公画黑脸”“我扮关公
画红脸”“我扮曹操画白脸”“我扮
孙悟空画金脸”……华南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五年（3）班的音乐课上，
同学们争相学唱西皮流水唱腔《画
脸谱》。

别小看这些仅十一二岁的孩
子，一年级他们就学了京剧《沙家
浜》的《智斗》（片段），从徐丽红老
师那里听到了京剧的基本知识，调
动手、眼、肢体独立唱曲；三年级时
学过丑角念白《报灯名》认识了丑
角；四年级时学了老生唱段《大吊
车真厉害》……在充满广府粤味的
岭南学校里，仅十来岁的小孩就能
置身戏中，感受体味以前仅在历史
故事、经典影视剧中才能了解到的
包公、关公、曹操、孙悟空等角色。

五年级时，孩子们进一步学习
了净角花脸等知识及西皮流水唱
腔《画脸谱》，知道京剧的历史起
源，了解京剧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
联系，色彩鲜艳、对比夸张的脸谱
为什么叫净角，它的色彩有什么含
义；西皮流水唱腔是什么意思等
等。

这是徐丽红探索多年的多元
京剧教学的一个剪影。

2008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
试点工作的通知》，京剧纳入九
年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义
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22）
指出：义务教育艺术课程包括
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含戏
曲）、影视（含数字媒体艺术），
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情操
教育、心灵教育，培养想象力和
创新思维等的重要课程；3-5
年级学生，了解所观赏舞蹈、戏
剧（含戏曲）的表现形式、动作
特点等，能表达自己的观演感
受，有兴趣进行模仿或表演。

小学的音乐课堂，如何开
展戏剧戏曲教育？小学戏曲专

业师资相对缺乏，校外外聘的
非遗传承人不一定擅长课堂教
学，提高教师戏曲教学能力水
平成了当务之急。

“音乐老师大多都不会戏
曲，以往遇到戏剧戏曲教学单
元都不敢上，‘掩面’跳过去。”
徐丽红回忆京剧教学探索之
路的初衷，“但这不是办法啊，
也希望给孩子们全面的音乐
教育，所以四处拜师学艺，先
学会唱戏的片段然后融入教
学中。”

经过多年的不懈钻研探
索、实践总结，2021 年 7 月，广
东省新一轮（2021-2023 年）中
小学名教师、名校（园）长、名班

主任工作室评选中，徐丽红经
过层层推荐、审核、答辩等环节
的严格遴选脱颖而出，成为新
一轮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这
是广东省音乐学科名教师工作
室之一。

从 1998 年成为一名基层
一线音乐老师，到 2022年成长
为广东省名教师工作室主持
人，徐丽红实干笃定前行，也用
汗水浇灌了收获：先后被评为
音乐高级教师，省中小学音乐
骨干教师；曾被评为区优秀教
师、区“三八”红旗手、市支教积
极分子；是市音乐家协会成员、
区中小学音乐教研会理事、中
小学音乐教研中心组成员、音

乐教师合唱团成员、舞蹈家协
会成员；主持《以戏育人-多学
科融合的京剧情景教学的研
究》等 4 项省级课题；5 篇论文
公开发表在《广东教育》《岭南
教育》等省级期刊，8篇论文荣
获国家、省市、区级以上一、二
等奖；多次承担各级各类公开
课，项目式案例《“创演+”京剧
教学育人功能优化》获省级一
等奖，执教课例2次荣获“一师
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省部级优
课；参加合唱先后荣获第六届
世界合唱节金奖、广州市第二
届教师艺术节比赛一等奖、《广
州文明歌》获市文化局“百台精
品展风采”金奖。

2005年，徐丽红来到广州市
担任小学音乐老师，研究课题也

“进化”为“少儿音乐愉悦教学”，
以音响教学激发学生的兴趣，以
音乐故事引导学生对音乐作品
的理解，创设音乐情景使学生获
得愉悦的体验，在逗趣玩乐中完
成学习任务，让每一位学生愉快
地走进音乐世界。

进入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后，徐丽红对音乐教学进行
了多种道路的探索，校长张锦
庭“美好教育”的理念深深地引
领着她，从此她专注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国粹京剧进校园进
课堂。

“张校长主张努力让每一个
孩子的人生因教育而美好，开
发一系列校本课程，其中包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京剧就是
其中一个子课程，从此我有了
明确的研究方向：让京剧走进
小学生的美育新天地。”校外徐
丽红拜张派名角张芳为师学习
京剧，校内以学科带头人南粤
教师庞伟平为师，不断提高艺
术知识技能和音乐教育水平。

“京剧独特的审美价值对小
学生人格成长、情操陶冶以及智
能开发等具有重要价值。”徐丽
红介绍，京剧走进小学音乐课

堂，关注京剧本体艺术审美，激
发学生主体兴趣爱好动力，“以
戏育美”提升学生的独特审美修
养，“以戏育德”陶冶学生的高尚
思想品德，“以戏育人”奠定学生
健全人格发展基础，在京剧艺术
教学和学生成长之间搭建一座
相通相融的桥梁。

京剧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
和发展的文化艺术瑰宝，蕴藏着
深厚的人文知识，包含着丰富的
历史、英雄故事，褒贬着“善恶美
丑”的思想。徐丽红引领学生了
解剧情故事，分析形象特点，揣
摩角色的内心世界，听出人物的
喜怒哀乐，明白其中的道理，调
动自己的心理暗示，以情景带其
感受动人的想象世界，从而达到
音乐审美，陶冶情感的目的。

符合教育规律、结合中西
特色、审美育人的音乐课堂不
能只靠一个老师，而要将星星
之火传播给更多的老师才能形
成燎原之势。徐丽红的名师工
作室紧锣密鼓地开展对教师培
训工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教研
与培训，“美育红说”公众号发
送原创推文 57 篇，辐射
全国各地老师达千余人
次，让更多的孩子愉快地
走进音乐的世界。

多元课堂
小学里的京剧课堂

钻研探索 成为省音乐学科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羊城少年研学团
在实践探索中趣学新闻
统筹/陈晓璇 文/林文惠 钟紫佩 图/陈迪龙 钟钦

羊城少年研学团近日正式启动，首期红色
主题研学活动“百变粮草官”顺利开展，十余名
羊城晚报学生记者来到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旧址
学习革命历史与军粮知识，传承革命精神，赓续
红色基因。

羊城少年研学团是由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
究院重磅打造的学生实践队伍，从广大青少年
中选拔一批时代观察者、记录者和传播者，组织
走进红色景点、职业体验、慈善公益等各类社会
实践活动。研学团成员作为羊城晚报学生记
者，将在研学活动中增长见识、丰富阅历，同时
学习新闻播报与采访写作技能，与行业大咖、著
名校长等面对面交流进行新闻实践。

寻革命足迹 做时代少年
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小学 程子靖

火红的 10 月属于伟大的祖国，我们迎来了
祖国的 73 岁生日。期待已久的羊城少年研学团
也正式启动，我们第一站探访了中共两广区委
军委旧址。

我们一边看珍贵的史料和档案，一边听现场解
说。接着，我还化身机智“运粮官”，品尝了抗美援
朝时期的900压缩饼干，切身体会到军人的不易，同
时也增添了我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我们生活的城市广州，是红色之城，是英雄
之城，我们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
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未来我还会跟着羊城少
年研学团的步伐，寻找革命和历史的足迹，成就
更优秀的自己，长大成为栋梁之才。

研学记：特色博物馆之旅
广州市桃园小学 江舒涵

周六，我们来到了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旧址
开展红色主题研学活动。

一进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超大屏幕上“星
火燎原”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羊小记们在博
物馆里听讲解员讲述周恩来爷爷、邓颖超奶奶
等共产党人的革命故事，还齐声朗诵周爷爷的
诗，了解各个年代的军服，我们长了不少知识。

“化身粮草官”知识竞赛和游戏让大家积极
开动脑筋，欢乐多多，收获多多。老师还给我们
讲了军粮的历史，让我们品尝了“炒面”和压缩
饼干。“炒面”实在太难吃了，在那个艰苦奋战的
年代，士兵们太不容易了。

最后，老师为我们传授有关新闻的知识，我
们也因此了解了新闻的倒金字塔结构,学习了
新闻六要素，并尝试录制了新闻播报短视频。

羊城少年研学团参观有感
广州市白云区华附实验小学 陈婳萱

10 月 22 日，我作为羊城少年研学团的一员
参观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旧址，看红色史迹，忆峥
嵘岁月，铭记初心。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
第一个地方军事机构，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在
这里主持各项工作。

红军长征过草地，为了生存吃过哪些不可思
议的粮食呢？四楼“粮草”展览给予了我们解答，
这里展示了压缩饼干、炒面和一些野生植物。

我们在研学现场试吃了压缩饼干，压缩饼
干非常干，炒面非常苦。战争年代的条件太苦
了，军粮历史让我看到中国军人百折不挠的身

影，不管多么苦多么累，他们都勇敢地去面
对，值得我们学习与致敬！

这一天，羊城晚报学生记
者 们 的 研 学 之 路 从 万 福 路
190 号开启，这座富含岭南韵
味的古朴骑楼是当年周恩来
同志主持的中共两广区委军
委旧址。穿行于展厅之间，这
群小小羊城少年的注意力被

“星火燎原主题展”所吸引，图
文并茂的展示仿佛开启了一
条时光隧道，将学员们带到那
个风云变幻、热血沸腾的年
代。讲解员耐心细致的讲解
为学员们更好地了解动荡年
代里的往事提供了机会，从中
共两广军委区委的诞生到为
探索建立军事机制作出的最
初尝试，从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到与国民党右派斗争中贡献
的力量……厚重的历史是用
先辈的血泪铸成的，是无数追
崇共产主义的革命志士奋勇
斗争的结果，在场学员无不为
先辈的拳拳赤子心而动容。

行至二楼，又是另一番景
象。老式皮革沙发、民国时期
绿台灯、旧式木椅……一个个

老物件重现了当年周恩来、邓
颖超、聂荣臻等人在这里办公
和居住的场景，没有铺张浪费
的痕迹，钻进眼底的尽是先人
朴素的生活作风。学员们在
讲解员的有序组织下，全员端
坐在会议书桌前，齐声朗诵周
恩来的诗《生别死离》。“壮烈
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少年激昂
洪亮的朗诵声再现周总理的
豪情壮志。

布置在三楼的“爷爷的革
命衣橱——建设时期的军服
主题展”，以一名退役老兵的
广州家庭为缩影，展示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 50、55、65、74 式
军服，同时还特别展出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八一奖章、独立自
由奖章、勋章等珍稀展品。过
去都只是在电视剧里看到的
军服一跃出现在同学们眼前，
学生记者们睁大眼睛细细打
量不同军服的款式和细节，不
由地感叹道：“原来军服还有
那么多讲究和样式。”

本次研学活动的重头戏是在军
粮多功能主题区。“同学们，你们听
说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
吗？你们又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吗？”讲解员以一句民间俗语打开了
话匣子，她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作战时兵马还没出动，军用粮草的
运输要先行一步，指的是行动前要
做好准备工作，由此可见军粮对于
军事的重要性。

粮食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再寻
常不过，但出于长途运输、贮存等条
件的综合考虑，军粮的选择会有不
少讲究。讲解员又为大家讲解了军

粮的发展史，不同时期军队所使用
的军粮也有所不同。军粮仅是为了
行军过程中作饱腹之用，口感与味
道大多都不佳。

为了让学员们更直观地了解行
军生活的艰苦，馆内工作人员还特
意准备了不同时期的军粮给在场的
学员品尝。抗美援朝时期，由面粉、
玉米粉与食盐等炒熟并混合均匀的

“炒面”是志愿军的能量补充来源。
品尝完一小点“炒面”，学员们已面
露苦色，对于这种军粮的口感表示
难以接受，更明白了大人口中常说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句话背后

的分量有多重。
而在红军长征时期，野草则成

为了红军重要的军粮之一。讲解员
向学员们展示并介绍了一些可供食
用的野草，并让学员们加以辨认。
如何更好地化身“运粮官”？仅仅知
道军粮有哪些还远远不够。独轮车
拼图合作环节就让学员们更好地认
识了这一运粮工具，学员与家长仔
细辨认并记忆独轮车的整体架构和
不同部分的形状，大家通力合作，一
块块拼图碎片很快就又被拼凑好，
一辆独轮车成功被复原，学员们也
对军粮文化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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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戏育人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语言不足以表达时，徐丽
红会不由自主地唱起来、动起
来。唱歌的徐老师美丽又生动，
自然传递了声音和肢体的魅力。

要做好音乐老师，首
要条件必然是爱音乐。
湖南妹子徐丽红从小看
花鼓戏、爱花鼓戏，戏台
上的唱念做打、一颦一笑

让台下的小姑娘神魂颠倒。
但在农村想学习音乐并不

容易，舅舅会拉二胡、吹唢呐，但
忙于生计没法教徐丽红，她就转
而求妈妈想学乐器，但农村想找
个好老师很难。幸运的是，“表
姐就是我小学的音乐老师，她有
一个单独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台
农村小学少有的脚踏风琴。”表
姐把钥匙借给了年幼的徐丽红，
让热爱音乐的她放学后能进去
坐一会儿，“虽然不会弹，但踩一
踩按一按，已经无比快乐。”

最终，热爱音乐又喜欢孩
子的徐丽红，考入师范院校音

乐教育专业，圆了自己的音
乐梦。毕业后，她在家乡湖
南基层乡镇中学干起，一直担
任音乐教师，开始起步探索她
的情感体验式音乐教育。

上世纪90年代，音乐教育并
不受学校和家长重视，学生对音
乐课堂也限于唱唱歌，觉得音乐
理论枯燥无趣。徐丽红研究专
业书籍和教学方法，想办法在音
乐课中融入节奏、情感、声音、
画面，调动孩子们的兴趣。

学校、家长、老师都只要求
音乐课轻松快乐地上完就行了，
徐丽红何苦这样逼迫自己？“如
果站在课堂上，孩子根本无法跟
你产生联结，你讲的东西他接收
不到，作为一个老师的职业成就
感和价值感在哪里？”徐丽红
说，她做音乐老师，“别人可能
轻视音乐课，但我自己绝不轻视
音乐教育。音乐可以给孩子带
来快乐，也可以给他们的心灵带
来面对生活的力量。”

愉快走进音乐世界

坚守初心 绝不轻视音乐教育

国韵·春华
（学生刘聿馨）

红色诗词与京剧融合舞蹈《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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