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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音乐

课堂，讲台上却

摆满了大大小小

的碗具。随着老

师手腕轻摆，清

丽灵动的声音由

远至近地回响在

教室里。原来，老

师把青瓷瓯乐融

入了学校的课堂

教学。

青 瓷 瓯 乐 ，

是用陶瓷土制成

的乐器和器皿进

行音乐演奏，是

中国音乐史中最

古老、最具有代

表性，又最具有

地方特色的一种

传统音乐，也是

慈溪的文化金名

片之一。

慈溪上林湖

“越窑青瓷瓯乐”

的文字记载可追

溯到 3000 年前。

慈溪市伏龙书院

校长、宁波市名

师华央苹积极探

索青瓷瓯韵主题

融合教学方式，

以上林青瓷文化

开发为媒、歌舞

乐 深 度 融 合 为

径，创设多维的

学习主题，让秘

色瓷乡的孩童们

从童年开始爱上

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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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慈溪校园
奏响非遗传承乐章

华央苹名师工作室的老师们从学生最熟
悉的中华传统文化入手，创编了二十四节气古
诗词歌曲，围绕“古风新韵探索之旅”这一主
题，将古诗词的情感教育与青瓷瓯乐的独特美
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2月18日，在慈溪市伏龙书院的音乐课堂
上，慈溪市实验小学音乐老师陆晓雯带来了青
瓷瓯乐融合课《春天来了》。

陆老师从一首由慈溪本土作曲家应锡恩
作谱的《春分》歌曲导入，引导学生对春天进
行探讨，以歌曲《村居》为载体，让学生们去了
解青瓷瓯乐这一独特艺术，体验青瓷瓯乐的
风采。

课堂上，陆老师引导学生体验瓷碗、瓷沙
锤、瓷片琴等乐器演奏。瓯乐轻轻敲击的清脆，
让学生深刻感受到独特典雅的艺术魅力。老师
把青瓷瓯乐与歌曲律动、演奏、合唱等多种音
乐活动形式相融合，青瓷的天籁乐音让学生们
大开眼界。

当天，慈溪市瓯乐团非遗传承人白中华
老师，为学生们带来讲座《走进青瓷瓯乐》，她
介绍了青瓷瓯乐历史沿革、制作步骤、瓯乐种
类等内容，通过现场演奏展示青瓷瓯乐的演
奏技巧。

“原来瓷器也能‘唱歌’，太神奇了，很好
听！”学生们感叹连连。

慈溪青瓷瓯乐兴盛于
唐宋时期，青瓷敲击的音色
清脆悦耳，古朴典雅，清丽
委婉，让人凝神静气，体会
返璞归真的心灵之旅，曾为
古代文人雅士所喜爱，是慈
溪对外交流的一张文化金
名片。

华央苹音乐名师工作
室通过“青瓷瓯韵”田野教
学撬动乡村振兴的教学生
态重塑，让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生
命感知，让其更喜爱与认
同自己生长的地方、生活
的环境，达到“以美育人，
以瓷润心”的素养目标，推
进乡村学校育人方式的变
革，促进优质均衡发展和
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

青瓷瓯乐的历史性、
文化性、雅乐性、地域性、
风俗性和多元的育人功能
成为学校素质教育不可分
割的重要内容。瓯乐这种
以击瓯演奏为表现形式的
艺术，蕴含着丰富的人文
内涵。不管是瓯乐与民乐、
舞蹈、吟唱融合，还是与其
他学科融合，具有育德、启
智、健体和审美的强大育
人功能。以瓷为媒唤醒的
不仅是艺术跨领域绽放的
大同之美，而且能增进学
生对乡土音乐的了解和体
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只要该工作室继续坚
持不懈地走下去，一定会
让秘色瓷乡的孩童们从童
年开始爱上瓯乐，让优秀
传统文化“活”起来，将慈
溪青瓷文化这张名片擦得
更亮！

正高级教师、特级教
师（音乐）吴桢映

引人入胜、激发思考的校园场景能助力乡
村美育的提质发展。正在建设中的慈溪市伏龙
书院新校舍，华央苹结合学校教育教学特色，
特意设置了青瓷展览功能区，300多平方米的
馆内展示学校活态传承地方青瓷的五年历程，
以及慈溪越窑青瓷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还
包括“青瓷十二工乐坊”体验馆：瓯乐坊、瓷歌
坊、小舞坊、诗乐坊、陶艺坊、瓷画工坊、茶艺工
坊、文创工坊等，让空间场景更具学习力和审
美力，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愿望和探索动力。

不仅在教室里，学校还把瓯乐课堂开进了
青瓷传承园，开展场馆式实景化教学。学生们
走出校门，在可触摸、可操作的真实学习情境
中学习，将知识学习和现实生活链接起来。“青
瓷瓯韵研学活动”中，学生们感受青瓷之美，探
秘仿古龙窑，了解青瓷和瓯乐的发展历程，探

讨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在青瓷陶艺馆，他
们了解青瓷制作过程，感悟其中的奥秘。丰富
的校内到校外的研学延伸活动，增进了学生对
乡土音乐和文化的了解和体验，热爱家乡的情
怀油然而生。

多年来，华央苹音乐名师工作室利用课堂
内外、校内外融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
情怀。据了解，工作室由20多位有着强烈学习
愿望和研究精神的名师、骨干、教坛新秀教师为
主体，通过名师引领、同伴互助、送教下乡、和美
在线等方式开展教研活动，提升教师群体的专
业素养，从而促进城乡教育共富共美。

工作室开设青瓷瓯乐进课堂教学课例示
范课和讲座100余次，多次受邀在国家级会
议、省市级音乐教师培训班推广研究成果，相
关的5个课题在省、市获奖。

“音乐类非遗属于口承文化，以师徒口传
心授为主，‘秘色瓷韵’融合教学活动中，每位
教师以丰富的课程设计将青瓷瓯乐这一富有
本土特色的活态文化带到学生面前，一定程度
上填补了乡村学校在课后时光美育资源不
足。”华央苹表示，希望能培养“会生活、会审
美”的学生。

越窑青瓷以简为美，典雅而素净。大多数
的青瓷作品都是顺其自然的，很少经过雕琢
和装饰，青瓷的装饰精髓就在简约灵动。华央
苹音乐名师工作室成员、慈溪市凤湖中学美
术老师许雪莲，在《千峰翠色 越窑青瓷》课例

“画·音”交融情境课堂中，引导学生们从辨釉
色、赏器型、画纹样一步步入手了解越窑青瓷
文化，学生们不仅在纸上作画，而且尝试在青
瓷素坯、青瓷盘、奶茶杯、丝巾上画画。这样一
来，就将学生的美术经验迁移到了对音乐作
品的赏析与编创中，为学生带来多样的审美
体验，让学生知道音乐、美术学科之间是可以
迁移的。

茶碗的音高跟碗的厚度和加入的水有什
么关系？瓷片琴的音高跟瓷片的长短厚薄有什
么关系？老师们还把瓯乐和科学结合起来，引
导学生们探究。

瓷器会“唱歌”把古诗词和青瓷瓯乐融合

融合音乐、美术、科学 发展学生综合能力

场馆式实景化教学 助推乡村美育持续发展

青瓷瓯乐青瓷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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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学生生活体验

B

C

陆晓雯老师正在上青瓷瓯乐融合课《春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