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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用音符

在校园的一方天

地里，有这样一群温

柔且坚韧的女性，她

们以音乐为笔，以热

爱为墨，在讲台上描

绘着孩子们的艺术梦

想，用灵动的音符编

织着青春的华章。她

们就是音乐教师！在

又一个“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来临之际，

让我们走近宁波的女

音乐教师，感受她们

与音乐、与学生之间

的温暖羁绊。

王英，黑龙江虎林人。1997
年，她从黑龙江省鸡西市师范学
校毕业后，离开了黑龙江畔的故
土，踏上了奉化江畔的讲台，在教
育战线已耕耘28年。

奉化武岭小学是一所乡镇学
校。在学生眼里，王英老师的音乐
课总有许多新奇的音乐游戏，一
些新鲜的音乐体验方式，如绳子、
水果、皮球、梳子、碗筷等生活中
能辅助表现音乐的物品都会出现
在孩子们眼前。孩子们在快乐中
不但学会了唱歌，还学到了许多
音乐知识。

“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师指导
我们一起创作短小的歌曲，并在
小组合作中表演了自己的作品，
我们第一次体验了‘明星’的待
遇，感觉特别开心。”这些遵循音
乐性、趣味性、实践性、创造性，充
满游戏色彩、生活色彩的音乐探
索活动，成为学生主动学习音乐
的源泉。

如今的王英，已经成长为正
高级教师，是宁波市音乐学科骨
干教师、奉化区音乐名师。作为名
师带徒指导教师、区域音乐共同
体学科组长，以及学校教科研工
作的引领者，王英在同事眼中总
是忙碌地切换着自己的角色：耐
心指导音乐教师一次次试教，帮
助年轻教师一次次修改论文，时
常鼓励教师在持续学习中成长蜕
变。

“指导教师的时候，谈论更多
的是他们的专业成长或者是论
文、课题，需要理性地去分析教学
研究问题。面对孩子们，我需要快
速从理性切换到感性，把理性的
教学内容转换为感性的审美体
验，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音乐带
来的快乐。”王英笑言，如果说科
研是破译思维进阶的密码，她便
是曾被卷入的那位修行者，是从
音乐感性学科努力向理性阶梯攀
爬，去触及各门学科样态的体验
者。

“非常幸运，有一天能把梦想
照进现实，自己的想法正在逐步
实现，并且也逐渐有了帮助更多
人的能力。”3月6日，当记者采访
陈嘉玮时，她的语言中充满感恩。

陈嘉玮，北仑区松花江中学
音乐教师，这个江南女子却以藏
族名字“措香”为更多人所熟知，
她致力于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与藏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
护，用音乐架起汉藏文化交流的
桥梁。

一个江南的音乐老师是如何
和藏族结缘的呢？她向记者说起
了自己的故事。大学期间，她接触
到现代藏族合唱作品，引发了种
种思考，为此她开启了田野调查，
背着行囊拜访民间艺人。自2019
年起，她将全部业余时间投入藏
族音乐文化传播，从零开始系统
学习藏语，以扎念琴为媒，在传统
非遗与现代教育间搭建起独特的
桥梁。

2018年9月，从浙江音乐学
院民歌专业毕业的陈嘉玮来到北
仑任教。她努力将最真实的民族
音乐文化带到课堂，呈现给每一
个孩子，让孩子们更鲜活地感受
多彩民族音乐文化。

在她的音乐课上，同学们经
常收获小惊喜。陈嘉玮说起自己
上过的一堂课：她先放了一首藏
族音乐，然后随着音乐跳起藏族
舞，这时同学们都兴奋地鼓起掌
来。而后，她拿起一把颇具民族特
色的扎念琴，边弹边唱，歌声似乎
把大家带到了遥远的藏区……在
陈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也一起
打起节拍，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课
堂气氛顿时轻松起来。“原来音乐
课可以这么有趣！”同学们都恍然
大悟。

陈嘉玮说，自己对未知的好
奇与探索，恰好符合处于青春期
的中学生对理想的追求。而自己
对非遗项目的执着，也给学生以
启示：爱好可以多元化，把传统的
东西融入时代新元素其实很

“潮”。
同时，她和藏族伙伴组建线

上团队，用年轻化方式演绎非遗
音乐，主理的“措香境观”平台累
计播放量逾百万。她主讲的《藏语
课程》入选国家数字化资源库，教
学案例《听见堆谐》登上全国音乐
教育交流会，用音符打破了地域
与文化的隔阂。

“一二三……”3月 6日，在
北仑区岷山学校的音乐教室里，
滕灵静老师正张开双臂，像指挥
一群振翅欲飞的百灵鸟，为孩子
们排练新歌。这个名为“缪灵之
音”的合唱团，曾在2024年荣获
中国音乐小金钟示范展演合唱
团，摘得国内音乐界最高荣誉。

滕老师2006年开始站上讲
台，近20年来一直耕耘于音乐教
育一线。2014年，她来到北仑区
岷山学校，在日常授课同时，组
建起学校合唱团，现任音乐教研
组长，曾获全国高质量课堂展示
特等奖、省优秀指导教师。

“如果我们满怀一颗诗意的
心走进教室，用真善美去感召孩
子们的时候，课堂教学将是情感
的孕育、智慧的生成、生命的享
受，我们的课堂也一定会是灵魂
渗着香的课堂。我们的合唱亦是
如此。”滕老师对音乐教育有着
深刻的感悟。

她最喜欢和孩子们一起歌
唱，她觉得每一次排练的酸甜苦
辣是美好而又值得回味的。“我
们每年毕业季会开一场专场音
乐会，演唱10多首不同风格的歌
曲，汇报展示一年来的学习收
获。”滕老师说。

“我们常说，爱唱歌的孩子
运气不会差。一个学生在小学六
年经过合唱团的系统学习，这个
孩子不仅仅是学会了唱歌，更大
的收获是美的教育、团结合作的
力量。我常和孩子们说，唱歌先
学会，做人更重要，就是这个道
理。”令滕老师欣慰的是，合唱团

的孩子们在毕业后，常常会
回校看望她，说到这段经历

对自己人生的积极
影响。

如今，这
个飞出“小
金钟”的百

灵鸟巢依然
每天飘荡着歌声。

滕老师总说她的指挥棒
是根“魔法棒”，其实真正的

魔法，是十余年如一日将五线谱
编织成爱的摇篮曲，让每个音符
都住进孩子们的童年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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