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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殷 可

泥金彩、景泰蓝、刺绣等中国传统

文化社团展现了匠人工艺、古典之美；

机器人、化学、创客等学科社团展现了

现代技术、理性之美；微电影、动漫、器

乐等兴趣社团展现了活泼自由的青春

之美……这样精彩纷呈的社团争鸣之

景每年都会在宁波市第四中学社团嘉

年华活动中上演。从2016年至今，该

校已举办了4届社团嘉年华，从最初的

小规模试水，到现在的多校合作、共同

参与，社团嘉年华已成为宁波四中的品

牌活动。

如今，我省各中学都有社团。社团

是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的

有效载体，有助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

发展，但因为社会竞争的加剧、学习压力

的影响，并非所有高中都能像宁波四中

一样实现学生社团的理想发展。记者深

入地与31位高中社团指导教师交流时

发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社团指导教师

表示学校社团数量不足10个，超过半数

教师表示每周正式的社团活动时间少于

45分钟。不少教师表示，社团运营时经

常遇到社团经费不足、课时不足、社团成

员内部交流缺乏、家长不支持等问题。

不过，在下面的这些学校里，这些宝藏教

师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却有别样的解

决之道——

培养学生骨干，实现自由发展
宁波四中团委教师潘维玲表示，开

展社团嘉年华的契机源于2015年学校

社团改革。此时的她，刚刚从大学毕业

进入校园工作，初接手社团辅导工作的

她选择将大学社团运营的经验移植到

高中。因此，该校设立了社团联合会

（以下简称社联），制定了社团章程，明

确规定了社团管理、经费、财务公开、信

息公开、学生参与、组织机构和负责人

产生罢免等制度。

潘维玲表示社团是高中生丰富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团改革“不追求

打造特别精品的优质社团，但力求每名

学生都能参与活动”。社团章程的总则

中就点明“各学生社团在团委的指导下

由学生社团联合会监督管理，最大程度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坚持‘一个社

联，多元自主’的原则”。社联的成立和

章程的制定为学校已有的老牌社团搭

建了新平台，也不断鼓励学生自行去组

建社团。潘维玲说：“有了这些准则后，

教师很少参与社团活动，都是由学生自

发组织，自己当家做主。”在具体的社团

运营中，由社联进行各社团的管理，并

提供技术指导和经费支持，社团则要定

期开展活动，还要有明晰的记录。在建

立健全社团组织的基础上，团委教师要

对社联进行指导。

“我们有一个储存社联资料的优

盘，其中就有社团培养方案、策划案指

导、各类活动和宣传的流程及每年的工

作总结和经验。”潘维玲说，“日常也会

与社联成员谈话交流，总结其工作的优

缺点，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发挥学生自主性对激发社团活力

效果明显。宁波四中的社联会邀请兄

弟高中开展社团交流并进行社团嘉年

华的校际筹备会议。“校际交流是第一

届社联在2016年提出的设想。刚进行

社团改革，大家处于迷茫期，有迫切的

学习和交流愿望。作为教师，我就联系

其他学校团委，为学生搭建平台。”潘维

玲说。2019年“肆梦踏歌”是宁波四中

目前筹划得最精彩的社团嘉年华，在活

动前就邀请了该地区17所学校30多名

学生干部，多所学校多个社团共同策

划、组织、筹备。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的回散动漫社

则采用了另一种形式的自由发展。回

散动漫社最初由校内3个热爱动漫的

学生在2006年自行建立。2011年为

参加社团文化节的cosplay比赛，社团

邀请了美术教师马丹指导，并带领学生

筹备比赛和排练。

“我也是边做边学，去看法语音乐

剧学习构思创意、舞美灯光，琢磨服装

设计等。”马丹说。在第八、九、十届中

国国际动漫节的“中国cosplay超级盛

典”上回散社都荣获不少奖项。在回散

社逐步壮大后，马丹开始了“教师的隐

退”。新社员进入社团后，她首先会分

享自己的自学方法和经验，鼓励学生自

主探索，也要求学生有良好的心态、愉

悦的心情，以保证后期在繁杂的社团活

动中有内驱力。回散社有主创组、表演

组、幕后组、绘画组，马丹把任务交给组

长，让组长教授新社员基础操作并统筹

项目进度。“我现在进行方向性指导，彩

排后会在舞台背景、音乐衔接等方面出

谋划策。”马丹说。

利用各种资源，实现多元发展
每周五，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游戏

设计专业的回散动漫社老社员、现从事

漫画创作的校友吴莹都会回到浙大附

中指导学弟学妹动漫创作。马丹说：

“毕业生会主动来找我，他们还表示可

以给有报考动漫专业意向的学弟学妹

提供咨询和帮助。”除倪阅微外，也有学

摄影、舞蹈特长等的老社员常常为现在

的回散社提供指导。

这种老社员资源的支持与马丹在

社团中构建的社员联系和提供的职业

生涯规划指导是分不开的。“让学生在

社团里体验，思考什么是自己最喜欢

的。”马丹说。倪阅微就在马丹的鼓励

和引导下走上了美术道路。如今的回

散动漫社里有一个负责动漫后期制作

的男生，对影视后期制作很感兴趣。

马丹就把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影视技术

的老社员推荐给他，让男生跟着学长

去了解相关专业内容。在马丹引领

下，社团成员的联系很深，黏性很强，

她也很欣慰学生在专业性、领导力等

方面的成长。

除了与老社员联系外，马丹还利

用校内外的各种资源实现学生多元发

展——请来音乐教师手下的舞蹈实习

生帮忙编舞；请学校街舞社社长领舞；

请文学社社长帮助剧本创作……2012

年，她还带学生去中国美术学院的工作

室玩陶艺，参加陶艺比赛，第二年他们

就凭借“中华霓裳”的陶艺作品在浙江

省中小学生艺术节上获得了立体造型

类一等奖。

萧山中学花边社指导教师沈一骏

则尝试借助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开展社团活动。2011年，她在杭州

工艺美术博物馆做翻译志愿者时参观

了萧山花边展，为花边的魅力折服。作

为萧山人且热衷手工的她就决定拜师

学艺，于是她成了萧山花边第二代传承

人王丽华的弟子。因为在学习过程中

看到萧山花边走进小学、初中却从未在

萧山高中出现，于是在2016年，她组建

了在萧山中学花边社。

萧山花边馆、萧山花边非遗传承人……

萧山本地有非常多的花边资源，沈一骏

充分借助本土特色文化，为社团添砖加

瓦。每届萧中花边社的第一课就是去

当地的萧山花边馆参观，让学生参观作

品、了解历史，近距离接触精致的手工

花边，甚至和花边大师聊天，感受工艺

之美。沈一骏还建了QQ群，群里有花

边社各届的社员，她会在群里发针法教

程和花边制作视频，共享资源，促进新

老社员的巩固练习和经验交流。在沈

一骏看来，学习花边有助于学生在学习

之余减压，调剂生活。更重要的是，在

接触了之前只是听说过的花边后，他们

对本土文化有了更深的情感，利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繁荣。

□李艳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网课迅速普及。这种利用新

媒体的教学方式，对教师和

学生而言是一种全新的尝

试。其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

更好地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培

养低年级学生的阅读兴趣。

对低年级学生来说，不

断进行语言积累和运用，学

会文明表达和交流，感受语

文学习的趣味性是非常重要

的。我想到了前几年支教期

间，为了丰富农村学生的课

外阅读，我曾在喜马拉雅

App开辟了“盛开如花”主播

空间，里面录制了很多专辑，

如有趣的童话故事、儿童版

的四大名著，还有散文、诗歌

等，学生很喜欢听。于是，我

决定继续利用这一软件开展

教学。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

尝试启用了“喜·悦·行”这

一学生自主线上听说学习

模式。“喜”即利用现有喜马

拉雅App“盛开如花”个人主

播平台，同时“喜”又有喜悦

之意，寓意学生怀着喜悦的

心情来参与；“悦”即悦耳动

听之意，指学生聆听优质的

声音；“行”即践行之意，指

学生在听完故事后用多种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并

且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喜·悦·行”倡导的是一种

快乐地自主参与模式，不强

制，但通过故事的渲染、氛

围的打造等途径不断激励

学生继续参与的热情和信

心，从而让他们在说的练习

中不断提升语言感受力和

表达力，让语文学习延伸到

生活中，同时逐步养成良好

的听说习惯。

在内容的选择上，我选

择了学生喜闻乐见的《西游

记》。我一共录制了 38 集，

里面有38个精彩小故事，且

每个故事时长约为6分钟，符合学生注意力集中的

时间。在此基础上我逐步加入《水浒传》《红楼梦》

《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以及《张秋生经典童话故

事》《儿歌荟萃》等优秀故事，实行菜单式选择，鼓励

学生以一本书为单位，逐步听完推荐的有趣故事，培

养良好的听说习惯。在时间安排上，我鼓励学生每

天自主选择时间来听一个小故事，可以早上起床后，

也可以中午休息时，还可以晚上睡觉前。如果觉得

这个故事好听，还可以反复听。

在参与的形式上，除了每天听故事，我还动员学

生试着说一说感受：如对哪一个人物印象特别深刻，

特别喜欢哪一个片段。学生可以自主在平台上留

言，也可以在微信群里发语音。我则每天关注微信

聊天内容，以及平台留言区，看看学生发布的内容，

及时回复，并定期颁发“最佳倾听者”“最佳评论员”

等奖状。

我一直怀着忐忑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尝试。直

到几周的“牛刀小试”后，学生对听故事表现出来的

高涨热情让我感动和欣慰。很多学生总是乐滋滋地

听，而且还喜欢模仿我的语气来讲故事，或时不时地

将语音或视频发布在微信群里。再看看评论区，学

生们的评论也五花八门：“我喜欢‘学艺拜祖师’这个

故事。”“我觉得唐僧不应该念紧箍咒。”……每天观

看学生们的评论是一件让我赏心悦目的事。甚至有

部分学生还学着我的语气，做起了主播，拿着道具，

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有些学生原本胆小不敢说话，

通过这个平台而成了朗读高手，每次在班级进行朗

读展示和交流时总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反观这一学习方法，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平台

里的书听完后，还可以听什么？此外，从评论区的反

馈来看，有一部分学生很少或者没有评论和展示，那

又该如何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还有一部分学生能

力非常强，爱模仿教师讲故事，又该如何让这一部分

学生的能力得到更进一步提升？

鉴于此，我有了初步改进措施：完善平台，突出

趣味性。其一，在平台内增设一个新板块——“班级

趣味朗读之星大赛”，围绕同一个话题，鼓励学生将

自己创作的精彩故事录制成音频，展现在平台里，让

他们也有展示和相互学习的机会。此前“班级趣味

朗读之星”已经举办了3期，产生了25人次的“趣味

朗读之星”。

此外，我还扩大交流，成立了微信群，名曰“向阳学

堂”。该学堂给了学生更多形式的展示平台，让他们能

够拥有更多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对中国传统蒙学，我

结合《三字经》《弟子规》和《千字文》等经典，让学生们

能够有个体、团队等多种形式的展示，并坚持1~2天更

新一次。在一次次的练习和展示中，他们的积极性更

浓厚了，学习的劲头也更足了。现在，我将交流的面从

学生层面推广到了家

长，让更多的家长也参

与进来。

（作者系杭州市
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
班主任）

□本报通讯员 李 臻 杨 阳

“点点右左右，右左右……”最近，

宁波市北仑区松花江中学音乐教师陈

嘉玮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学习藏族踢踏

舞步。随着藏族特有器乐扎念琴的伴

奏，她用原生态唱法演绎藏歌，学生的

舞步也从最初的跌跌撞撞不平衡到逐

步成型。陈嘉玮说：“这种弹唱跳在西

藏较为常见，扎念琴已被列入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我要将原汁原味的

藏族音乐文化带到课堂，让更多学生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陈嘉玮2018年毕业于浙江音乐学

院民歌专业，同年进入该校任教。她痴

迷藏族音乐，个人词曲作品《盼》获鄞州区

一等奖，而这首作品中就融入了藏元素。

陈嘉玮说：“由于学生对藏族音乐

不了解，在教授相关歌曲时，学生的课

堂表现更多的是一种疏离与浮于表面，

更不用说去体会民族特色了。”

为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陈嘉

玮试图将她在藏族聚居区采风时的所见

所闻融入课堂，带领学生走近藏族音乐。

在教唱《我的家在日喀则》时，陈

嘉玮告诉学生，该歌曲抒发的是热爱

家乡之情。日喀则没有丰富的牧场与

林场，但藏族群众眷恋着这片土地。

那里是“世界青稞之乡”，酒联结传统

又通往未来，早已成为藏族的一种文

化表征。更重要的是，陈嘉玮在接触

了许多藏族朋友后，被这片土地赋予

他们的纯粹感动了。

“这些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没

想到能跟着陈老师的歌曲一起感受。”

“藏族和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我以后

也想去实地采风。”……学生们总会在

课后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看到这些

眼中焕发光芒的学生，陈嘉玮收获了满

满的成就感。

陈嘉玮说，自己对未知的好奇与探

索，恰好符合中学生青春期对理想的追

求。自己对非遗文化的执着，也给学生

以启示：把传统的东西融入时代新元素

其实是个很“潮”的选择。

“我只想把当地真实的文化带过

来，而教师这个身份使我恰好具备传播

文化的条件，这应当就是属于我的责

任。”陈嘉玮说，“我想像百年前的学者

那样，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感知他们的生

活，去挖掘这一切诞生的根源。在教育

中放入最真实的文化与艺术，而不只是

站在他者的角度旁观这个世界。”

于是，一到寒暑假，陈嘉玮便背上

行囊奔走在藏族聚居区，走访民间艺

人。2019年她赴甘肃甘南夏河采风，

2020年7月赴西藏日喀则拉孜采风，

经年游历藏族聚居区，致力于汉藏民

族文化交流与藏族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

为更好地了解藏族音乐，她花了两

年时间学习藏语，她还在拉萨拜师著名

扎念琴弹唱艺人白玛次仁。整整一个

月，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天练习数小

时，左手按弦的茧早已一层又一层。

白玛次仁鼓励陈嘉玮多去感受生

活中松弛情境下的音乐，走近舞台外民

间艺人的真实状态。“当上课不再是上

课，而是变成了玩，音乐的灵动与感染

力便出来了。”白玛这个回归本真的教

育理念深深影响着她。

陈嘉玮在拉萨逛街时，曾走进一家

服装店对正在弹奏扎念琴的老板表现

出了好奇。“老板见我是汉族人以为我

不懂藏族音乐，便侃侃而谈，并说到有

个汉族小姑娘弹唱特别厉害，唱得特别

好听。我很好奇，而后老板说了我的藏

族名字。一时有点惊讶与恍惚，似乎自

己真成了‘网红’。”

这几年，陈嘉玮把从藏族聚居区带

回来的民间乐谱当成作业演绎并发在

网上，引起了众多人关注，其中大部分

是藏族与藏文化爱好者。随后她开始

不定期更新各藏族聚居区的民歌，并收

获了一小批支持者，她的个人公众号

“措香境观”因此诞生了。

陈嘉玮这份与众不同的经历也引

起了学校的关注，她无形间联结了两地

的文化，让遥远的西藏变得不再遥远。

对松花江中学的学生来说，不同的文化

圈不再是完全独立陌生的领域，他们开

始主动突破民族地域间的隔阂，去了解

西藏，也知晓了音乐与其他文化领域相

依存的关系。

﹃
喜
·
悦
·
行
﹄
，让
语
文
插
上
飞
翔
的
翅
膀

—
—

小
学
低
年
级
自
助
式
线
上
听
说
学
习
方
式
的
尝
试

让社团为青春助力
宝藏教师的高中生社团指导之道

将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带到课堂
这位教师坚持让音乐回归本真

我是护眼宣传员

近日，湖州市织里镇晟舍小学爱眼护眼宣传小队成
立。该队由高年级学生组成，他们手绘近视防控知识的手
抄报，为低年级学生宣讲，提醒学弟学妹保护眼睛。图为
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丁丽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