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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启蒙”项目：
以艺术家的力量助力校园美育发展

“爱的启蒙”落地西宁

“此次活动是‘爱的启蒙’校

园美育西宁市城北区全国示范

项目音乐教师培训计划中的一

部分。项目由基金会和西宁市城

北区教育局共同运行，教师能力

建设是项目特别看重的着力点

之一。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一系

列教师培训活动、教研活动的开

展，项目对教师进行了全面赋

能。”谈到活动举办缘由，北京阳

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运营总

监李雪表示，“艺术家进校园活

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我们请来

艺术家龚琳娜为老师们做培训，

希望为老师们从音乐审美、专业

技能、艺术视野等不同方面进行

一次系统的赋能。”

“爱的启蒙”是北京阳光未

来艺术教育基金会于 2015年发
起的儿童美育创新公益项目，项

目的核心理念是致力于帮助儿

童建立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

万物的连接，主要由优质美育课

程、培养种子教师、主题艺术活

动三大部分组成。

该基金会独立研发并拥有

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爱的启蒙”-儿童美育创新活
动方案》，覆盖整个小学阶段，是

包括 3个学段、4个模块、60个主
题，超过 200个课时的完整的新
美育教学方案。

2021年，项目落地西宁市城
北区。项目实施两年来，城北区 8
所示范学校率先开展了 852 课
时的“爱的启蒙”美育创新课程，

辐射全区 19所学校教师，开展
了 82课时与系统内形成互补的
教研培训活动。

“随着美育教育的推进，我

们面临的问题，无论是观念的更

新、专业知识的储备，还是教学

的实际操作，都对老师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我们的成长需要培

养。”城北区花园小学音乐老师

向常青表示。

为了提高音乐教师专业素

养，项目特别邀请了长期支持基

金会公益项目的艺术家龚琳娜。

“我小时候学到的歌曲影响了我

的一生，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

充满了生命力和朝气。如果没有

小时候的那些老师教我，我就不

会有今天的人生。小学老师在我

心目中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走到

哪里都最愿意教小学老师唱

歌。”龚琳娜表示。

因此，便有了此次 2023年艺
术家进校园音乐学科教师培训

活动。“我们希望通过培训给老

师们带来启发与思考，帮助大家

提升音乐教学水平和实践创新

能力。”李雪表示。

以声乐之美赋能音乐老师

为了让培训更有针对性，项

目组从唱歌方法、合唱、音乐与

其他内容的融入等不同角度，面

向全体音乐老师了解了他们的

需求。不仅如此，一抵达西宁，龚

琳娜就马不停蹄地和老师们交

流沟通，进一步调整培训内容。

10月 16日上午，培训正式
开始。围绕“中国声乐之美”这一

主题，龚琳娜从自己的家乡贵州

的民歌开始讲起，通过示范和讲

解，让老师们感受到民歌唱的就

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唱民歌是为

了表达生活，不是表演作秀。

“比如说茉莉花，南方人是

怎么表达的？北方人又是怎么来

演唱的？同样的歌曲，因为人的

不同，是完全不一样的表现形

式。”龚琳娜强调，“我们了解了

真实的生活，把生活中的滋味唱

出来就行了。”

与民间音乐不同，文人音乐

更加高雅。为了让老师们体会到

文人音乐之美，龚琳娜先后介绍

了琴歌《黄莺吟》和古诗词《春

晓》《秋词》。“我们的语言本身就

有这种腔韵的美，所以老师们一

唱，就仿佛回到了唐代、宋代，感

受到当时文人的表达方式，余音

绕梁三日不绝。”

当天下午的培训更加注重

实践。老师们跟着龚琳娜学习了

哼哈练气法，进行整体共鸣腔练

习，一起演唱了《快乐歌》，又花

了大量的时间学习了《春晓》《秋

词》等古诗词的吟唱。在龚琳娜

的引导下，老师们的积极性被调

动起来，身心都被打开，现场成

了一片欢乐的音乐海洋。

“在教课的过程中，我的表

情比较夸张，动作也用的比较

多，就是想启发老师们跟着我

学，而孩子们会跟着老师学，这

样的教课就会很生动，记忆会很

深刻，对教学一定是有帮助的。”

龚琳娜强调。

“我讲课会带动老师们全神

贯注地跟着我的情感流动，随着

音乐来走，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提

起精神来爱他们的课堂，就像我

爱唱歌一样。”龚琳娜表示。

培训的同时，老师们还抓住

机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音乐、教

学等不同方面的问题，得到了龚

琳娜的认真解答。“我不把唱歌

作为一个任务，我把它当作是我

生命的电源，它给我充电，所以

你们教课、你们带孩子唱歌，你

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在发

光，这样的歌唱才有意思。”龚琳

娜对老师们说道。

让更多孩子受益

“龚老师教给我们的歌唱方

法、气息练习的方法，还有和孩

子相处的方法、做人的道理，都

是我们完完全全可以运用到教

学当中，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

沈那小学音乐老师赵祺表示。

“除了教授唱歌的方法，更

重要的是怎么启发孩子们的心

智，如何打开他们。要关注那些

通常不被关注的孩子，让他们通

过音乐更多的表达自己，人生也

能发光发亮。”龚琳娜对老师们

强调。

为了让老师们在培训之后

能够拥有资源继续学习、教学，

龚琳娜还和老师们分享了《中

华田园诗歌（老锣龚琳娜合唱

作品集）》。该书共收录二十首

合唱作品，以田园诗词为主题，

这些作品有五线谱钢琴伴奏版

本和简谱版本，音频含合唱、分

声部录音及歌曲伴奏，只要扫

码就可以获得龚琳娜逐首、逐

句的范唱音频。

“我希望每一个老师都能有

满满的收获，学到古诗词的演

唱，了解当地民歌的重要性，而

且会很热爱自己的职业。”龚琳

娜表示，“我教会老师们方法，希

望他们能教出更多的孩子。”

培训间隙，龚琳娜还与城北

区教育局副局长曹灿、教育局教

学研究室主任翟丽萍就如何将

这次的培训成果转化成教学实

践的路径与方法进行了讨论。

曹灿提出，“我们可以以《中

华田园诗歌（老锣龚琳娜合唱作

品集）》为载体，在城北区进行本

土化实践，结合语文和音乐，进行

跨学科学习。语文老师发挥特长，

讲好诗歌的文化、意境；音乐老师

发挥特长，教学生唱好诗词。”

“如果有更多的志愿者愿意

加入其中，我们一起去采风，一

起研究教学法，一起互动交流，

我相信中国的音乐教育一定会

越来越好，而且能够真正地把中

国的声音唱出来、传下去。”龚琳

娜强调。

培训结束三天，龚琳娜收到

了赵祺的课堂视频记录。他已经

在课堂上运用在培训中学到的

方法，鼓励学生们站起来，感受

自己的心情，自由地表达。“我记

得在培训中龚老师一直强调，唱

歌是件快乐的事。”赵祺表示，

“让学生们从音乐中体会到快

乐，让音乐帮助孩子们抒发出心

中的情感，这是艺术启蒙教育的

重要目的。”

“龚老师，如何才能提高
孩子们的声乐演唱

能力呢？ ”
“龚老师，我们怎么才能将青

海的民歌纳入到日常教学中呢？ ”
“龚老师 ，像我们这些不是

声乐专业的音乐老师，该如何快
速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合唱训练
水平呢？ ”

……
10 月 16 日， 在青海省西宁

市城北区沈那小学的演艺厅里，
全区的音乐老师汇聚在这里参
加培训 。 跟着讲台上的老师练
气 、学唱的同时 ，他们抓紧一切
机会提出自己的困惑，希望得到
培训老师的解答。

他们口中的龚老师并不是
音乐老师，而是新艺术音乐歌者
龚琳娜。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
的培训？ 又是什么让龚琳娜和青
海的音乐老师们结缘？

龚琳娜教授老师们唱歌技巧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