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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平湖市乍浦小学是一所历
史悠久的百年名校，坐落在杭州湾北
岸九龙山脚下的乍浦古镇，依山傍
海，风光秀丽。从1905年的乍浦公立
学堂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乍浦小学，学
校已有117年的办学历史。117年来，
学校文运昌盛，纸墨芬芳，培育了一
批又一批优秀的学子，有为新中国成
立而牺牲的曹捷、陈祖辰、韩秉鹏烈
士，有参加抗美援朝并获朝鲜共和国
勋章的潘克强、支援越南建设并获越
南总理府勋章的沈大树，有中国铁道
科学院爆破专家金骥良、全国劳动模
范王美珍，还有瑞士诺华公司驻美资
深科学家、中国工程院粒子物理与核
物理专家等，真可谓精英辈出、蜚声
遐迩。

学校占地面积 52 亩，建筑面积
20433 平方米，环境优美，设施先
进，现有36个班（其中特殊教育班1
个）、学生1525名、教职工86名。117

年来，学校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教师，
其中有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1人、浙
江省“春蚕奖”获得者3人、浙江省
优秀教师暨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获得
者2人、浙江省教坛新秀1人、嘉兴市
名校长1人、嘉兴市学科带头人4人、
平湖市名校长3人、平湖市名师名班
主任及教坛新秀等30多人。学校获得
全国少先队红旗大队、全国营养与健
康示范学校、全国资源节约型绿色学
校、浙江省文明单位、浙江省示范小
学、浙江省百年名校、浙江省书香校
园等荣誉。

长期以来，学校坚持“树九峰之
正气、聚山海之灵气、立潮头之锐
气、纳百川之大气”的核心文化，以

“崇孝尚礼、自强自立”为校训，以
“厚德博学、慎思笃行”为校风，以
“敬业博学、爱生创新”为教风，以
“勤学博学、乐学巧学”为学风，构建
了以立德、立智、立身、立雅、立新

为主导的“五立”课程体系，形成了
“孝礼教育”的办学特色，致力实现以
孝礼积淀人生、以书香润泽心灵、以
体育强健体魄、以艺术陶冶情操、以
科创启迪智慧的办学目标。

以课程铸人 明确孝礼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是育人的载
体、依据，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
学校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依据

“五育并举”的要求，开发和实施了
“中华孝礼文化实践”拓展课程。学校
制定了校本化的孝礼教育目标——崇
孝尚礼，就是尊重孝道、推崇孝道，
遵守礼节、推行礼仪教育；形成了主
要由“孝亲、养成、成长、节庆”四
大系列24个主题活动组成的生活化教
育内容；编写了全套12册校本课程教材
《我们的孝礼文化》；开展了“龙娃（海
娃）”争章评价系统，生生参与，人人

参评；建设了特色化的班级文化，让班
级的精神文化、环境文化、制度文化及
小组文化都与孝礼德育息息相关。

以德育教人 践行孝礼

“大孝终身慕父母。”学校根据孝
礼教育的内容及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
点，提出了各年段的分目标：低年级
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通过参与
整理书包、洗袜子等“自理式”活
动，实现“不给父母添乱”的目标；
中年级学生“家里的事情学着做”，通
过参与洗碗、扫地等“自立式”活动，
实现“少让父母操心”的目标；高年级
学生“家里的事情帮着做”，通过参与
做饭等“自助式”活动，实现“学会关
心父母”的目标。在实施过程中，学校
通过孝礼课、道德与法治课、语文课等
多门学科课程的融合，促进了学生孝礼
精神的养成和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以活动育人 弘扬孝礼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学校不仅组织学生在家
庭中开展有层次、有序列、有趣味的
孝礼实践活动，还充分挖掘利用社
区、校外基地等资源，形成全社会共
同育人的机制。如组织学生利用端午
节、重阳节、中秋节、
春节等传统节日开展社
区实践；利用敬老院实
践基地，坚持开展敬老
活动20多年；依托革命
烈士纪念碑基地，组织
学生祭扫烈士墓、缅怀
英雄等。此外，学校还
将孝礼教育与科技教育
有机结合，让学生零距
离接触航天专家，学习
科学家坚定理想、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与实践能力。

平湖市乍浦小学的孝礼教育不仅
锻炼了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也提高
了学生的道德素养。20年来，学校开
展了15届“十佳孝礼标兵”的评选，
150 名学生获得学校“十佳孝礼之
星”荣誉称号，2名学生被评为平湖
市“十佳孝星”，40 名家长被评为

“十佳孝礼好家长”，10个家庭获得
“十佳孝礼好家庭”称号。“崇孝尚
礼、自强自立”成为乍小学生家庭的
好风尚。学校也连续多年获评平湖市
教育系统孝敬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屠园中 倪娟琴 徐秀红）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城南实验小学

“和美教育”让花朵开遍学生童年

浙江省平湖市乍浦小学

崇孝尚礼承传统 自强自立育新人

这里的学生，人人都能成为更好
的自己；这所学校，先后荣获“全国
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建省首批义
务教育教改示范性建设学校”“福建省
首批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等称
号，多次接待全省各地校长参观学
习。它只是一所位于镇上的小学——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城南实验小学
（以下简称“城南实小”）。

“和美教育”的五重维度

所谓“和美”，源自《论语》中的
名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由“和”达“美”，需要

“各美其美”，也要“美美与共”。城南
实小的“和美教育”，在儒家思想精华
的基础上融合了新时代的“和谐文
化”。对于“和美教育”的解读，学校

也确立了 5 个不同的维度：环境和
谐，意味着和在自然、美在优雅；管
理和谐，意味着和衷共济、成人达
己；教学和谐，意味着和颜悦教、精
进求美；教师和谐，意味着正心至
和、美人美己；学生和谐，意味着和
乐善思、美言美行。5个维度，覆盖
了小学教育的方方面面，于是，“和美
文化”的花朵就这样开遍了城南实小
的每一个角落。

在城南实小，一楼一文化，有和
风楼的国学文化、和雅楼的校史文
化、和颂楼的闽南文化、和兴楼的惠
安风情。在城南实小，一隅一情怀，
楼梯和走廊设立了以《三字经》等为主
题的经典长廊，对安全文化、责任文
化、道德文化等的宣传有秩序地分布在
校园的角角落落。在“和美文化”之
下，城南实小建设了“一个核心、两个
系统、三个维度、四个抓手”的品质发

展系统：“一个核心”，指以“和美文
化”为核心；“两个系统”，指以校园
环境、师生行为等为主的外显系统和
以课程、教学氛围等为主的内在系
统，成为表里共生的和谐共同体；“三
个维度”，指不断丰富学校文化建设维
度、学科教学活动维度、综合实践活动
维度的构建；“四个抓手”，指实施“和
洽管理”、营造“和煦德育”、塑造“和
雅教师”、培养“和乐少年”。

“和润课程”的多彩成果

“和润课程”，“和而不同，润物无
声”。对标全面发展的核心素养，学校
开发了“和润课程”系统——在上好
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基础上，积极
开拓校本课程。深耕多年的“国学经
典”诵读项目让城南实小成为惠安县

“一校一特色”示范校，这背后，是一

至六年级分层校本课程的研发和阶梯
评价体系的建立，是声情并茂“吟”
经典、妙手丹青“绘”经典、轻歌曼
舞“演”经典、亲子共读“传”经典
等多彩阅读活动的开展。2019年，城
南实小获评泉州市“书法教育示范学
校”、泉州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同年，城南实小啦啦操队保持了前几
年的成绩，再次获泉州市青少年校园
啦啦操联赛小学组团体一等奖，而这
主要归功于学校启动的“城南实验小
学阳光体育运动工程”。每天早晨和傍
晚，慢跑、快走、打球的师生就是城
南实小亮丽的风景线；每天的课间操
活动时间，孩子们跳着自编的韵律
操，享受阳光、享受运动、享受健
康、享受快乐。

此外，学校还有街舞课、音乐鉴
赏课、心理拓展课、南音等59门社团
课程，社团课程的开展依托“双减”

“五项管理”“课后服务”等政策，基
于“学校特色、教师特长、学生特
点”合理安排，多样的社团活动和多
彩的课后服务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
展，学校也被评为“惠安县青少年学
生校外活动中心项目基地校”。

“和雅教师”的多种表达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城南实小
的“和雅教师”，不仅气质高雅，而且
学识博雅，这源自“书香校园读书工
程”——主题阅读、读书沙龙、南黉讲
坛……多种灵动方式下的师师共读，让
教师们在忙碌之余得到灵魂的滋养。城
南实小的“和雅教师”，不仅气度不
凡，而且温文尔雅，这源自“请进来、
走出去”的平台搭建——除了专家入
校、名师引领，学校还选派教师外出学
习取经，开展“青蓝工程”，通过师徒

帮带、相互学习、互相观摩和共同研
究等方式，精教研、专领域、促成
长，教师团队已然成为不断精进的学
习共同体。城南实小的“和雅教师”，
不仅谈吐文雅，而且举止优雅，这源
自学校以“建构多维校本研修，打造
和雅教师团队”为题的省级教改项目
引领的科研活力——根据校情及教育
教学存在的问题，学校组织各类教研活
动，针对性确定课题进行“真研究”，
深入推进“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课程改
革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活动策划，
致力增强活动的实效性，拓展教科研内
容，力求从单一的上课延伸为教师业务
成长培养。近年来，全校先后有11个
课题在省级立项，7个课题在市级立
项，22个课题在县级立项。目前，全校
有高级教师13人，福建省学科带头人1
人，泉州市级名校长名师、学科带头
人、骨干教师34人，惠安县级名师、
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29人。

学校如斯，和美无言。“城南真正
的成就，并非林林总总的奖项与荣誉，
而是在天地间站成‘人’字的每一名城
南学子。”城南人的话，道出了学校

“崛起”的重要动力，也道出了这所小
学让“和美文化”的花朵开遍学生童年
的真正原因。 （庄汉斌 王敏红）

岭南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立足钢琴谋发展 培树艺术新人才
音乐在人的主体智慧启迪、精神家园构筑、个体情操陶冶、全民素

养培树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培育学生音乐素养的形式之
一，钢琴课程在培养学生情感表达、美学审视、文化素养等多方面具有
积极意义。岭南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将
钢琴作为重要专业课程，秉承“尽师德之善、尽乐舞之美”的办学理
念，重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有力促进了专业钢琴教育与钢琴普及
教育的有效衔接。

坚持文化与演奏并重
夯实音乐基础

钢琴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音乐学
科，但其中蕴含的文化和音乐哲学，
是推动专业培养的原动力。钢琴教学
必须坚持文化与演奏并重，夯实学生
音乐基础。

第一，学院教师在日常钢琴教学
中注意宏观技巧传授和微观文化内涵
研究。教师在讲解音阶、琶音、和弦
等基础技巧的同时，还重视对钢琴学
科各个时期发展历史的介绍，细致梳
理钢琴发展历史、不同时期钢琴作品
的文化背景等内容，帮助学生深入理
解钢琴作品的不同风格和内在的文化
韵味，准确判断自身演奏水平，明晰
钢琴艺术认知。

第二，学院设立专门的钢琴教研
组，构建特色专业课程体系。学院在
主干学科艺术学基础上，设置基本乐
理、视唱练耳、和声学、曲式与作品
分析、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等专
业课程，辅以器乐合奏、音乐美学基
础等选修课。在保障理论课程效果的
基础上，学院每学期还创设一到两周
的实践教学课程，夯实学生音乐基础。

第三，学院创新运用教学新模式，
促进文化与演奏的教学融合。学院教师
凭借教学实践经验，参考高师音乐专业
改革风向标，结合社会钢琴人才新需
要，立足“钢琴基础”课程教学，针对
音乐学、音乐表演专业（除钢琴方向以
外）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采用4人小
组课的教学新模式。教学新模式以钢琴

课程基础教育为主，结合其他理论课程
教学，以互相观摩和教师指导相结合
的方式，促使学生掌握钢琴演奏的正
确理念、基本弹奏技能和键盘编配技
能，提高学生的音乐理解能力、鉴别
能力及音乐素质和修养。这一做法也
有效解决了学生多、教师少的教学难
题，提高钢琴教学效率。

第四，学院重视专业汇报演出等
实践活动。如举办“青春心向党，逐
梦新时代”主题毕业汇报演出，其
中，女声、竹笛与钢琴合作的《唱支
山歌给党听》，让学生在空灵的钢琴伴
奏中穿越时空，与新中国一起，走过
多个里程碑式的历史阶段。再如，钢
琴演奏《保卫黄河》，让学生感受黄河
波澜壮阔、奔流不息的气象，坚定理
想信念和内在精神力量。钢琴音乐的
文化力量经久不息地涤荡在学生心中。

坚持技术与艺术并重
强化音乐感知

钢琴是声音的艺术，是基于音乐
熏陶浸润净化心灵的专业学科。它的
艺术魅力不仅在于黑白键上手指技法
的熟练跑动，更在于音乐的内涵与意
境带来的美的感受。要培养学生的乐
感，就不能拘泥于机械性的技巧方法
传授，而是要立足音乐本身所要表达
的情感和思想，引导学生深入感知音
乐的内涵与美。扎实的技术技巧与良
好的艺术表现在钢琴演奏中是相辅相
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学院从技
术与艺术两个维度强化学生音乐感知。

在技术技巧方面，学院致力将师

范教育与钢琴演奏教育相互融合，全
面提升学生职业教育的专业性和艺术
性。学院针对音乐学系钢琴基础好、
成绩优秀的三年级学生，开设“钢琴
演奏与教学法”课程，采用“一对
一”传统钢琴教学模式，将演奏技巧
融入示范教学环节，使学生在学习钢
琴演奏的同时领悟和掌握钢琴教学方
法，为日后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积累教
学技能和教育经验。

在艺术领悟力方面，学院始终坚
持知识性、技能性、艺术性和实践性
一体化教育、教学理念，注重学生综
合素质和音乐才能全面发展。学院教
师在精准掌握学生学习能力和禀赋差
异的前提下，对音乐学专业主修“钢
琴演奏与教学法”及音乐表演专业主
修专业课“钢琴”的学生采用“面对
面、一对一”小课教学，有针对性地
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一生一案，避
免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将学生置于
音乐软环境之中，尽可能地开发学生
艺术潜能，强化学生音乐感知能力。

坚持专业与综合并重
提升音乐素养

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综合素
质全面发展的未来人才，为社会健
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服务。学院明
确综合音乐人才培养定位，不盲目追
求音乐教育深度，而是结合音乐教育
人才需要，统筹专业知识与综合素养
的教学活动，努力因材施教。

首先，学院开展层次化教学。针
对音乐表演专业钢琴方向、专业底子
较好的学生，优中选优，开展纵向精
深的专业教学，开设主修专业课“钢
琴”课程，让学生掌握钢琴演奏的专
业技能、提高艺术修养，强调技术能
力与音乐表现力的结合，强化学生对
钢琴音乐作品的分析能力，培养学生
对作品的理解力与对声音的认识和控
制能力，使学生可以游刃有余地从事
独奏、重奏（室内乐）伴奏和音乐教
学等工作。

其次，学院积极引导学生拓宽横
向的综合能力。在培养学生钢琴演奏
专业技能的同时，还注重提高学生的
钢琴伴奏能力与合作能力。从2019年
开始，学院开设了为期 4 个学期的

“合作钢琴”课程。这门课是音乐表演
专业钢琴方向学生的专业学科必修限
选课程，主要培养学生与人声或乐器
合作的能力，专注于艺术歌曲与器乐
重奏，强调技术能力与音乐表现力的
结合，提高学生的弹奏综合能力，不
断加深对学生专业音乐素养的培育。

最后，学院不断完善和调整“一体
两翼”放飞式专业架构，坚持以音乐学
（师范）为主体，以音乐表演、舞蹈学
（师范）为两翼，坚持教学、科研与实
践的深度融合，与校外地方音乐舞蹈团
体、社会艺术团体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建立数十个校外教学实习基地
与教学科研平台，组建了民乐团、交响
管乐团、合唱团、舞蹈团等多个艺术实
践教学平台，为学生创造展示才华、锻
炼能力的机会和广阔舞台，全面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学院民族管弦乐团
受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到深圳参加

“国艺星辉”民族交响音乐会专场演
出。学院师生组建了山楂树实践团队，
为幼儿园小朋友开设音乐鉴赏课，如钢
琴鉴赏课、声乐鉴赏课、通俗音乐课程
等，让学生沉浸式参与从备课到上课的
全过程，通过教学实践积累教学经验。

坚持线上与线下并重
创新教学模式

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加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的线上教学需
要，钢琴课程逐渐成为“互联网+”
教育的重要试验田。

首先，学院钢琴课程组教师积极学
习和运用新技术、新工具、新思维，打
造特色新型线上钢琴“云教学”模式。
教师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借助雨课
堂、腾讯会议、企业微信等多媒体平
台，将分散备课集中教学、个别研究集
体学习的新路径充分运用到线上教学过

程中，尽量模拟身临其境、面对面的线
下教学效果。钢琴课程组教师还专门为
线上课程研发了APP——TalkLine，该
软件可以实现多角度场景切换，实现师
生教学环境共享，在网络技术层面保障
了线上教学的顺利进行。

其次，学院鼓励教师利用微信、
钉钉等网络社交平台与学生就谱例、
合奏与和声等理论知识进行实时的沟
通与交流，及时答疑解惑。教师引导
学生利用名师公开课教学等网络教育
资源进行自我提升，有效利用碎片化
课余时间，提高线上钢琴教育效果。

最后，学院组织师生继续开展“引
岭启航”等支教活动。师生根据实际教
学需要，通过线上教学方式，保留了声
乐、钢琴、舞蹈、朗诵4门支教课程，
实践团队“小老师”为孩子们带去了专
业性、科普性、实用性的钢琴课程，带
领孩子们以动画的形式欣赏钢琴曲，帮
助孩子们构建对钢琴的初步认识，激发
他们学习音乐、探索音乐的欲望。

坚持民族与世界融合
打造中国音乐

新形势下，全球化文化传播成为
主流，思想文化碰撞成为常态，这就
要求中国的钢琴音乐教育必须立足于
民族性和文化性，坚定文化自信，传
承好、发扬好中国音乐风格，讲好中
国音乐故事。

首先，学院在钢琴教学中积极找
寻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平衡点、契合
点，将“培育音舞标杆，锻造音舞品
牌，贡献音舞力量”作为培育目标，
引导学生树立对中华文化的普遍认
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民族
审美情趣中获得丰富的音乐养分与创
作灵感，引导学生选择具有中国特色
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演奏技艺，在创作
和表演过程中，西为中用，找准切入
点，融入中国式音乐艺术。

其次，学院为中国化的钢琴音乐
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一
是将钢琴专业课程发展作为一项科学

的系统工程、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构
建过程来看待，坚持统筹继承与创
新、借鉴与自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教学理念。二是致力全面提升钢琴
课程软硬件设施水平，以政策、资金
支持引进先进、现代化的硬件教学设
备，优化钢琴教学整体软环境，为钢
琴学科的整体建设和发展持续注入生
机和活力。三是注重教师专业队伍建
设，积极引进优秀青年教师，努力补
齐区域师资短板，将钢琴教育新理念
带入学院、带给学生，发挥教师自身
优势，助力地方音乐教育高质量发
展。此外，学院还通过组织师生参加
比赛、举行音乐会等形式深入推进专
业教师在中国钢琴作品方面的探索、
研究和展示，如学院举办的“中国钢
琴作品音乐会”教师专场活动，学院
中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展示专业水
准，弘扬和传承中国钢琴音乐文化。

最后，学院以教学实践活动检验
中国化音乐教育、教学效果。“中国钢
琴作品音乐会”演奏的第三首曲目是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由作曲家王建
中根据同名陕北民歌改编而成，充分
展现了陕北地区人民的爱国情怀和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美好生活。引子
部分加入大量装饰音和琶音，自由有
弹性的节奏给人宽广开阔、自由奔放
的感受。主题中优美而有层次感的旋
律，具有深厚的陕北民歌“信天游”
韵味。快板部分以大量的和弦、跳音
表达热烈激昂的情绪，生动地描绘了
陕北人民迎接红军胜利归来欢欣鼓舞
的场景。第十一首曲目“双钢琴”作
品《红旗颂》中颂歌式的旋律主题、
大量柱式和弦的运用、充满动力感的
节奏型，表现了辉煌宏伟的主题音乐
形象和振奋人心的音乐情绪，表现了
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激
动人心的画面。此外，学院还推出了
外国钢琴曲目音乐会等一系列艺术展
演活动，突出中外钢琴音乐文化差
异，在鲜明的音乐对比中，明确本土
化的钢琴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打造高
质量的中国音乐专业人才。 （王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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