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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课下乡：为留守儿童点燃艺术之光

为孩子
筑起艺术梦想

走进巴音中心校干净整洁的

校园，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远远传

来，孩子们活泼灿烂的笑容温暖了

每一个人。同行的锡林南路小学分

校美术老师吴利清在路上一直备

课，这是她第一次下乡送课，她希

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为孩子们筑起

艺术梦想。

活动当天，吴利清老师给同学

们带来一堂手工、绘画相结合的美

术课。看到志愿者发放到每个人手

中的绘画工具，有彩笔，有扇子，孩

子们的眼神既期待又疑惑，要在哪

儿绘画呢？“同学们，今天我们的绘

画主题和中秋有关，除了传统的赏

月、吃月饼，大家想一想，和中秋相

关的小动物是什么呀？”吴利清老

师话音刚落，大家纷纷想到了嫦娥

奔月的神话故事，异口同声回答：

“兔子！”“对了！那我们先来画一只

兔子，大家要把兔子画在你们面前

的扇子上，你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

想画什么样的兔子都可以……”说

着，吴利清拿起彩色的粉笔在黑板

上画出一个上尖下圆的兔子脑袋，

然后画上耳朵、眼睛、鼻子，她一边

画一边引导，孩子们一个个落笔如

有神，迅速拿起彩笔以扇面为画板，

开始创作起来，黑兔子、绿兔子、粉

兔子，或坐，或卧，或站……每一把

扇子的图案都新颖独特、充满了奇

思妙想，此时的每一孩子都变身为

创意满满的小艺术家。11 岁的杨梦

婷第一个完成画作，她不仅画了玉

兔、月亮，还画了桂花树，旁边写了

一行小字：中秋快乐，并祝大家的父

母都能回家过中秋。“身边的好多同

学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希望中秋节

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能回家和他们一

起过中秋。”杨梦婷说出了写中秋寄

语的想法。吴利清看到孩子们一个

个认真地作画，内心充满了感动：

“能跟随活动走近孩子们，用自己的

力量为孩子们圆梦，感觉非常开心。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

都很有想法，他们没有一板一眼照

着我画的样子去画，而是加入很多

自己的创意，这正是我所乐见其成

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再来给他

们上课。”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马丽侠 首席记者 牛天甲 见习记者 费 捷

有爱陪伴不孤单，中秋就要“益”起过。9月10日，由《北方新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的
“益”起过中秋公益活动走进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巴音中心校，志愿者们送课下乡，为孩子们带来一堂
堂生动的音乐、舞蹈、美术课，还有书籍和月饼等礼物，提前给孩子们送去中秋祝福，陪伴31名留守儿
童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乡村小学
飘出阵阵歌声

“谁知道中秋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习

俗？”音乐课正式上课前，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

表演专业的大四学生史特嘉先和孩子们互动

热身。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积极参与，课堂

氛围一下子热烈起来。随后，老师将重点转移

到音乐课上，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讲起，让孩

子们了解什么是“音高、音值、音色、音量”。孩

子们个个跃跃欲试，都想一展歌喉。“这个是乐

谱，大家看着乐谱上的字，先跟着我大声朗读

歌词……”史特嘉老师将事前印好的《我和我

的祖国》乐谱发给每一个孩子，孩子们一脸茫

然，纷纷发出疑问：“不是唱歌吗？怎么变成了

朗读？”“朗读是为了打开牙关，找到张开嘴巴

的状态，并在唱歌时保持内腔打开，在演唱时

就能咬字更清楚。”史特嘉老师认真解释着，并

把孩子们分成两组，让他们来一个朗读声音大

比拼。朗读中，三年级的史新波对音乐课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配合度极高，引起了老师注意，

让他担任小组长。在史新波的影响下，他左右

两边的同学也积极响应，课堂氛围一度高涨。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

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在正式发声唱歌

前，老师先做示范，优美的歌声让同学们不禁

发出“哇”的赞叹声。史特嘉老师一句一句耐心

教学，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孩子们学得起劲

认真。音乐课结束，孩子们还表演了大合唱，巴

音中心校的校园回荡着孩子们响亮的歌声和

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嘉嘉老师唱歌真好听，要是能经常来上

音乐课就好了。”课后，三年级的郑可意犹未尽

地说道。

舞蹈课上释放自己

乡村老师
学习特色课教学方法

在特色课送教过程中，认真学习的不仅仅

是学生，还有56岁的数学老师王俊清。只见王

俊清拿着教案，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听课的同

时，还不忘记录老师的教学流程、互动技巧和

教学方法，以及一些特色课的知识点。“我这个

学期负责兼职音乐老师，可是我一点音乐都没

学过，真是一头雾水。”王俊清告诉记者，新学

期开学她就犯愁了，想着怎么才能把音乐课教

好，思来想去，最后也只能是她根据课本讲理

论知识，然后利用多媒体给孩子们放音乐作

品。这次送特色课的活动不但给孩子们送来了

艺术知识，也给了她很多教学上的启发，比如

唱歌前要先大声朗读等等。王俊清已经在这所

学校从教近40年，见证了这所学校的兴衰，更

深知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对于特色课的渴望。

“我们学校有的孩子其实很有艺术天赋，可惜

没有专业老师授课，他们的特长发挥不出来了

啊。”王俊清望向孩子们，满脸惋惜，然后向记

者询问：“这样的特色课能不能经常送啊？”

“舞蹈好美”“老师好美”……在舞蹈课

上，内蒙古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的大四学生李

银萍给孩子们展示了一段民族舞，随着悠扬

的音乐声响起，李银萍翩翩起舞，优美的舞

姿让孩子们瞪大了双眼，对舞蹈的兴趣就这

样被激发起来。正式上课前，李银萍老师让

孩子围着她站成一个大圈，开始带着孩子们

做热身操，孩子们满怀好奇地模仿着老师

“奇怪”的动作。热身后，老师又将孩子们分

成三组，从最基础的舞蹈动作教起来。“这是

一手位，这是二手位……”李银萍先从舞蹈

的手位练习开始，让每组学生跟着她做。示

范组的同学做动作时，候场的同学也会跟着

模仿，学习得非常认真。女同学们学习得很

快，可是到了男同学那里总会有点不自然，

老师鼓励他们大胆做动作，“舞蹈就是要释

放自己，它也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要让

大家在舞蹈课上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舞蹈手位熟练以后，李银萍开始教孩子们民

族舞中的“弹拨手”动作，老师打着节拍一个

动作一个动作地示范，孩子们也跟着节拍一

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学习。

“舞蹈很好跳，不难！就是没有老师教

我们。”课上，身为体育委员的五年级男生

李国辉一边模仿舞蹈老师的动作，一边笑

着说。每学一小段，老师都会播放音乐带

着同学们跳，这个环节也是同学们最喜欢

的环节。“平时都是看别人跳，没想到自己

也能跟着音乐跳，这种感觉特别好。”四年

级的穆帆影说道。舞蹈课结束后，孩子们

纷纷表示，希望老师能经常来，教给他们

一支完整的舞蹈。

我和老师一起唱歌我和老师一起唱歌

跟着老师学舞蹈跟着老师学舞蹈 认真学画画认真学画画

一起展示创意画作一起展示创意画作 看看我的扇子画看看我的扇子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