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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校长说校长说

□本报实习记者 殷 可

在跌宕激越的音乐中，一条粉

色的、饱满的、精神抖擞的龙在风中

翻腾，或昂起龙头俯瞰众生，或盘旋

游走腾云驾雾……这是奉化高级中

学舞龙队队员在表演国家级非遗项

目布龙自选动作中的一幕。

省首届体育大会舞龙比赛团

体第一名、2010 年中国奉化国际

舞龙邀请赛金奖……这支舞龙队

自成立以来，成绩斐然，而这些成

绩的背后是省龙狮运动协会秘书

长、舞龙舞狮国际级裁判、奉化高

中舞龙队创建人王基明二十年如

一日对舞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破解难题，组建校园舞龙队
生长于奉化的王基明从小就爱

看村民舞龙，对奉化布龙更是有着浓

厚的情感。从浙江师范大学体育系

毕业后，他就参加了首届省舞龙舞狮

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并拿到了证

书。自此以后，他就一直想在自己任

教的奉港中学（奉化高级中学前身）

组建一支舞龙队，让奉化布龙这项国

家级非遗项目后继有人。

因受资金、人员等诸多限制，

直到 2002 年这支舞龙队才正式成

立，第一批队员大部分来自隔壁的

尚田中学。“尚田镇有舞龙传统，有

些学生更是从小学就开始练习，于

是我和学校商量，拉来了一批苗

子。”当时，王基明是舞龙队唯一一

名教练，为了将传统的龙狮运动舞

出新意，他特意购买了摄像机，在

每次参加舞龙比赛时录下各类比

赛现场精彩的表演，然后回家琢

磨，再传授给学生，组织学生在课

余时间反复练习。如此一来，第一

届舞龙队2003年首次参加省“体饮

杯”龙狮大赛时便获得了第一名，

之后这支队伍屡屡获奖，美名远

播，成为学校的一张活名片。

现在，王基明是舞龙队的“总舵

手”，负责队员选拔、组织参赛等。

他表示随着舞龙文化的推广及舞龙

竞技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基础的

学生比原先多，筛选要求更严格，

“我们要求队员身体素质较佳，要有

协调性，这是统一标准，但对负责龙

身不同部位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要

求”。负责舞动龙珠的学生就因技

巧灵活被选拔，“他跟头翻得特别

好，上场时一蹦出来，表演就会出

彩。不过选拔‘龙头’时要选聪明稳

重的学生，他是队长，平时要领导队

伍，带好整条龙”。王基明认为，在

舞龙队伍中，队员各司其职，才能发

挥出团队的最大优势。

现在，舞龙队的训练条件比最初

改进了许多。从原本跟着视频学习

到根据教材训练；舞龙器材也从来自

民间到完全符合国际比赛标准。“过

去训练比较粗糙，大部分是根据视频

学习；现在有了经验，训练更系统，对

队员要求更高，甚至要求他们达到零

失误。”作为第一届舞龙队的成员和

现任教练，毛剑波会把自己的舞龙经

验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多练习、多磨

合。目前舞龙队正在准备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和浙江省第八届龙狮锦

标赛。

到目前为止，舞龙队已经有 8

届队员。不少从舞龙队毕业的学生

考上体育相关院校后从事舞龙教

练、体育教师等职业。

让舞龙文化走向校内外
舞龙队扎根奉化高中的同时，舞

龙文化也在校园内外开花。王基明

带领奉化高中的教师以布龙为主题

传播教育理念，编写了读本《走进课

堂的奉化布龙》，形成了“制龙、舞龙、

赏龙、悟龙、成龙”为一体的教育特色

体系，让学生在选修课程中了解布龙

历史、欣赏布龙艺术、实践布龙制作

和舞龙表演，将最初敬神娱神的乡土

表演融入现代教育。其他学校也纷

纷开展奉化布龙的综合实践课程，王

基明就曾受邀定期给尚田镇中心小

学的学生上课。

因为经验丰富，王基明也兼职指

导其他学校的舞龙队，完善舞龙体系，

他曾指导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舞龙队

在第九届中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

中获得四金一银。目前，随着舞龙文

化的推广，奉化地区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都有舞龙队伍，并在各级比赛

中大放异彩。

作为省龙狮培训班的实践主讲

教师，王基明还负责教练员、裁判员

的训练。“这些培训主要有两类对象，

一是进修的体育教师，其可在教育系

统中传播舞龙；二是其他人员，这让

社会上业余的舞龙人士专业化。”此

外，他还尝试借助省龙狮运动协会，

与其他舞龙爱好者、传承者一起关注

龙狮比赛、龙狮科研、龙狮文化。

随着知名度的扩大，奉化舞龙这

项乡土体育项目逐渐走向了世界。

王基明说：“越是传统的、民族的，越

是世界的。”随着训练经验的积累、学

生舞龙技术的提升，奉化布龙不仅在

国内受到赞叹，还饮誉海外。

2008年，奉化高中舞龙队收到

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音乐舞

蹈艺术节的邀请，这是该队第一次

收到国际演出邀约，为此他们创编

了新动作。有 40多个国家参加这

次艺术节，一轮到奉化高中舞龙队

表演时现场就人山人海。一场接

着一场，舞龙队足足在土耳其表演

了半个月。“当时有关方面说这是

近几年艺术节里效果最好的一

次。”王基明说。

除远赴土耳其外，舞龙队还参

加了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浙江

周”“宁波特别日”展演活动；赴英国

伦敦参加 2012 年莎士比亚戏剧节

的演出，进行了舞龙环城巡演。这

些表演展示了众志成城、团结拼搏

的中国舞龙精神，为国争光，为世界

添彩，也扩大了奉化布龙的知名度。

近期，王基明萌发了新设想，想

以浙江龙狮运动协会为平台，联合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龙狮运动协

会，在今年 7月举办全国青少年龙

狮夏令营，开展画龙、制龙、摄影、舞

龙比赛等。“全国各地都有各具特色

的舞龙文化，可以互相交流和切磋，

这是健康的、绿色的青少年活动，不

但能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而且有

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

展。”王基明说。

王基明希望今后舞龙队伍能逐

渐壮大，得到更多的资金和社会支

持，让舞龙文化欣欣向荣、生生不息。

□许明观

“当高十景”之横舟乐山、松风牧

原、曲水问亭、蕉风抚石、木樨传馨、绿

茵栖鹭、秋实环碧、沁园凝翠、疏林蕴

真、紫藤缀绮——漫步于平湖市当湖高

级中学，你会看到古朴自然的标牌设置

在校园各景处，如同“西湖十景”一般，

给人以诗情画意的美感与情景体验。

“当高十景”中的有些名字是学生参与

命名的。当时，学校面向学生进行征

集，通过投票选出适合的名字，最后由

专家审核确定，这是当湖高中校园环境

审美教育的一次实践活动。

当湖高中一直重视景观生态学在

校园环境美育中的作用，因为笔者深知

美丽校园不仅是植树种草的绿色覆盖，

更是生成学生审美情操的有效路径。

鉴于此，学校新辟思路，创意设计，发动

全体师生共同参与，为美丽校园各景点

梳理、归纳，然后提炼出意蕴隽永的

名字。师生们积极响应，在一次次思

考、探讨与修改过程中将对景致的感受

融合、内化为富有文化内涵的审美体

验，感受真切，体验深刻。

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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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弘扬中

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学

校美育是根据育人目标，有计划地向学

生实施审美教育活动，传授美学知识，

培养审美观念和感知美、鉴赏美、创造

美的能力。校园美育的实施路径也应

该是多元的，除了音乐、美术、文学等学

科教育外，校园的环境美育功能也不能

忽视，因为它润物无声，育人于不知不

觉之中。当湖高中校园，楼宇巍然，道

路井然；亭台池塘，曲径通幽；花木葱

茏，奇石嶙峋——一派江南园林式美

景。学校利用美丽校园在环境美育上

做文章，让学生的审美素养在环境熏陶

与浸染中自然生成。

关注环境美育的体悟性特征
环境美育体悟性首先体现的是审美主体的个体

性。环境作为审美对象客观存在于校园中，学生作为审

美主体与客体进行审美交流后生成审美体验。所以，校

园环境的审美体验需要每个身临其境的学生用心融入

并力求准确到位、物我归一；同时，因成长经历与心智成

熟的差异会造成审美感受的不同，审美教育强调个人的

独特性和创造性，审美感受的差异性正可以给人的个性

发展留下空间。

其次，环境美育的体悟性还表现在审美感受的内化

性。美能唤起人的善良感情，如同情心、忠诚、爱、温柔

等，而这些会在人的行为中发挥积极作用。受整洁、美

丽而富有文化氛围的环境之美感染，学生的言行举止会

逐渐变得更加文明。

把握环境美育的浸润性规律
环境美育的浸染性体现在审美教育中，它的浸染

效果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人文环境设计中的

成长启示会在学生心中悄悄生根、潜滋暗长，就像花的

开放、树的长高，短时间看不到量变，一个周期后才形

成“质变”。

“泡菜理论”告诉我们，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

校园环境好比泡菜汤，它影响和决定了浸泡其中的受教

育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美好的成长环境如同一

缸好汤，学生进了这个环境就好比原料投入汤料之中，

时间一长就会发生化学反应，最后成为身心健全、情操

高尚的人。

遵循环境美育的互动性原则
校园环境美育的效果达成体现在审美主客体的互

动性中。

一是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在审美关系中，对象对主

体呈现为美，主体对对象呈现为美感，美是从客体角度

提示对象同主体的关系，美感是从主体角度提示主体同

对象的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在校园中，亭台楼阁、

花草树木、书画雕塑、人文故事就是呈现美的对象，那些

因美丽景致、感人事迹而情动于怀的学生就是审美主

体。学生很可能就是在池塘边沉思、草坪上遐想与橱窗

前凝视的过程中完成了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交互，实

现了受动变主动、主动变受动的审美互动。校园的环境

美育还可以让学生直接参与校园环境的规划与设计，这

能培养他们美化环境的能力，校园的审美环境内容也因

更适合他们的身心特点而受到其珍视和保护。苏霍姆

林斯基说：“只有当学生用劳动来创造美的时候，美才能

使人的情操更为高尚。”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学生审美体验的完成，除

了自我浸染其中的审美感受之外，还需要师生之间、生

生之间进行审美交流，这样才能更正确地把握审美方向

与本质。像这次“当高十景”及这之前校园楼幢、道路文

化命名的审美实践活动，学校要求参与者将校园中的自

然美景与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再加以融合提炼。在此过

程中，参与学生在个人思考体悟的基础上，与同伴间相

互研讨、修改。参与的过程，就是互动与提升的过程。

学校应该重视审美教育，通过教育、管理、影响、感

化等多种审美教育方式，把学生培育成为有较高综合素

养的人。

（平湖市当湖高级中学原校长、平湖市教育研究咨

询中心委员）

□朱建人

3月1日，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

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正式实施了，相

信这能够在一定程度让当下教师走

出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学生的困

境。而要从更深层面去处理好师生

关系，或许还需要作一番深入的探

究。因为学生管理问题往往来自于

日常教育教学中的小是小非，它极为

普遍地存在着，而惩戒规则所针对的

基本都是触碰底线的问题。

其实，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正式的

教育以来，教师管理学生的难题就存

在着。如何在教师这个层面上将这

个古老而又十分现实的教育难题解

决好，以使学校的教育教学持续保持

良好自觉的秩序，并且能形成一种和

谐的师生心理环境？说到此话题，大

家自然会想起李叔同先生。当年他

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从教时“温而

厉”的为师之道，是令其学生感佩之

至的。

丰子恺先生回忆李叔同：“他从

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

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

生真心怕他，真心学习他，真心的崇

拜他。”“学生犯了过失，他当时不

说，过后特地叫这学生到房间里，和

颜悦色，低声下气地开导。态度的

谦虚与郑重，使学生非感动不可。”

这便是丰子恺所言李叔同“温而厉”

的为师之道。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儿童文学批

评家吕伯攸也回忆道：“李叔同是我

们最敬仰的先生。对于他，自己也不

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是高不可攀似

的。我们虽然从来没有受过他的调

责，可是对于他教的功课，谁都诚心

诚意地只想做得好。目的并不在分

数，仅仅希望他不要为了自己的功课

荒废，使他感到一些不快。”可见，学

生对李叔同的这份“敬”而不“畏”，

“诚心诚意”地想着以自己最好的表

现获得教师的欣喜。如此“省心”的

教育，一定是教育人心中最理想的一

种境界。

分析李叔同“温而厉”的为师之

道，并非其刻意为之，而是自身的人

格修养特质使然。

其一，特殊成长经历的切己体

悟。李叔同出生于巨富之家。而幼

时父亲去世后的生活处境，使其养成

了敏于思而讷于言的气质。少年李

叔同偏厚于传统文化的家教，青年时

代丰富的生活阅历，让他能敏感体察

到人性的复杂多元和社会变革的实

时状态。作为教师的李叔同，便更能

感同身受地读懂学生的内心世界，对

学生有着更大的包容性。这便为其

从教时“温而厉”的教育风格打下了

人生的底色。

其二，“凡事认真”态度的一贯

彰显。李叔同的“认真”是贯穿其一

生的。夏丏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

做人的一大特点是“做一样，像一

样”。丰子恺也认为，李叔同先生一

生的最大特点是“凡事认真”。“上课

铃没有响，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坛

上‘恭候’学生，因此学生上图画、音

乐课决不敢迟到。往往上课铃未

响，先生学生都已到齐，铃声一响，

李 先 生 站 起 来 一 鞠 躬 ，就 开 始 上

课。他上课时常常看表，精密的依

照他所预定的教案进行，一分一秒

钟也不浪费，足见他备课是很费心

力和时间的。”丰子恺这段真切描

写，足以让我们看到李叔同对于教

学的那种认真严谨的态度。如此

“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用于教育

的态度，学生便会不自觉地受到他

的精神引领而认真地对待学业。

其 三 ，“ 师 爱 ”之 心 的 自 然 流

露。李叔同的师爱佳话比比皆是。

譬如，丰子恺回忆道：“有一个人上

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

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

为 李 先 生 不 看 见 的 ，其 实 他 都 知

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

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

‘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

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

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

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

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

在地板上’。说过后他微微一鞠躬，

表示‘你出去罢’。出去的人大都脸

孔发红，带著难为情的表情。”如此

和风细雨的“严肃批评”是基于一份

自然深切的师爱，这样的教育方式

让学生有距离感，却直抵内心，让学

生觉得羞愧，却十分暖心。其“温而

厉”，“温”是出发点与归宿，“厉”则

是一种教育的艺术。

其四，职业素养的厚积薄发。李

叔同对于艺术，差不多是全能的，而

且几乎全部达到了顶级水平。以这

样的专业素养做教师，可以说是底气

十足的，让学生不钦佩都不行，而李

叔同却又选择了一以贯之的温和低

调。这反过来又更加激发了学生对

他的爱戴与敬重。这是一种精神的

磁化，使学生真正达到了“亲其师而

信其道”的境界。

夏丏尊曾经说：“李先生的教师，

是有后光的。”那么这后光又是什么

呢？窃以为，这是一份人格修养，一

贯认真态度，一腔诚爱之心，一种教

育艺术。而其自我人格修炼的境界

恰恰是上述要素的总和。其为师之

道比父爱宽广得多、深厚得多、亲和

得多、智慧得多。

反思当下中小学教师中普遍存

在的状况，往往是“厉”者失“温”、

“温”者缺“厉”。故此，学学李叔同

“温而厉”的为师之道，加强自我修

养，抱有认真态度，感悟师爱真谛，

提升教育艺术，使学生敬而不畏，

信而自达，或是教师在有了“教育

惩戒规则”之后依然需要必修的一

门功课。

“龙的传人”让舞龙文化生生不息
一位舞龙教练的文化传承记忆

想起李叔同的“温而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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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兴县夹浦镇中
心幼儿园“校园播种节”启
动，在当地环沉村党员志愿
者的指导下，孩子们在育苗
盘中播下蔬菜种子，体验播
种乐趣，丰富种植知识，感
受劳动的喜悦。图为学生
为蔬菜种子浇水。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高 云 摄）

““校园播种节校园播种节””里快乐多里快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