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口手手脚脚并并用用演演奏奏三三种种乐乐器器
一市民全凭自学造出“翻新”乐器

她她为为学学生生写写下下赞赞美美的的诗诗篇篇
“身边好老师”首开个人诗歌朗诵会

学校首开个人诗朗诵会

5日下午4点30分，一场“清
泉润心，诗意飞扬——— 杨永梅老
师原创诗歌朗诵会”在山东剧院
举行。主人公是来自济南市民生
大街小学的语文老师杨永梅。为
一名学校老师开一场个人诗歌
朗诵会，这在民生大街小学的历
史上，尚属首次。

山东剧院芙蓉馆内座无虚
席，除了民生大街小学的师生，
民生教育集团的另外两所学校：
上新街小学和永长街回民小学
的部分师生也来到了现场。三个
校区的师生共同演绎杨永梅老
师的十三首原创诗歌。

春天的阳光，柔和中闪烁着
光亮/春天的校园，蓬勃中蕴含
着希望/你们是葱绿的小树，沐
浴爱的阳光成长/你们是展翅的
雏鹰，在爱的天空中翱翔……

朗诵会在民生大街小学白
玉洁老师朗诵的《春的味道》中
开场。共分为“春之韵味、守望成
长、品读幸福、心灵感悟和放飞
希望”五个篇章。自始至终，现场
激情飞扬，掌声不断。

校长于虹告诉记者，举行这
次诗歌朗诵会，一是以这种形式
庆祝“五四”青年节，展示青年教
师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二是为

老师们搭建更多个性化发展的
舞台，激活教师内生的成长力
量，点燃教师的教育激情。

工作后开始给学生写诗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兼班主
任，杨永梅已工作23年，是学校
的骨干教师。“她尤其喜欢写诗，
而且喜欢给孩子们写诗。”校长
于虹评价。

为何对诗歌情有独钟？杨永
梅告诉记者，从大学时期，她就
开始喜欢上了诗歌。那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汪国真的诗一下子
打开了她心中的另一扇门。从那
时起，杨永梅尝试着自己写诗，
用诗歌感受生活的美好。

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
杨永梅开始为自己的学生写诗。

“第一次给学生写诗是源于
一个孩子的生日。”杨永梅回忆，
一次无意间她听到班里学生说
第二天是小睿的生日，要给他送
礼物。小睿画画很好，班里黑板
报上的精美图画都出自他的手
笔。于是杨永梅决定为这个孩子
创作一首诗，作为生日礼物。

第二天，放学的音乐响起
时，杨永梅在班里朗诵了她写给
小睿的诗《因为有你》：因为有
你，我们生活充满炫彩和绮丽，
你的神来之笔，描绘了精彩的画

幅，徜徉着独特的魅力，因为有
你，我们唱响生日之歌，把真诚
的祝福悄悄献给你……

“教室里静悄悄的，孩子们
睁大眼睛认真地听着，热烈地鼓
掌。”杨永梅说，从小睿兴奋愉快
的眼神中，她感受到孩子的心被
触动了。

从那以后，每当知道学生过
生日，杨永梅都会提前写好一首
生日祝福诗，朗诵出来，和全班
同学一起过生日。有时她会将生
日诗写在日记本上，或制作生日
贺卡送给学生。

诗歌是其独特教育方式

给过生日的学生写诗让杨
永梅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她又给

有闪光点的问题学生写诗，给表
现优秀的学生写诗。诗歌在杨永
梅那里，成了教育学生的一种独
特而又有效的方式。

杨永梅在班级博客上开设
了《老师心中的诗》栏目，经常会
将同学们的在校情况以诗歌的
形式描写出来。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在被赏
识中认识自己，肯定自己。杨永
梅又开设了《杨老师的赞美诗》
栏目。宇豪是个智力和行动都有
些慢的学生，学习时精力不集
中，写出的字更是乱草一样，认
不清楚，班里很多学生看不起
他。但这个孩子很爱劳动，杨永
梅为其写了一首诗《有这样一个
男孩》，并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
出来。为此，宇豪赢得了同学们

的掌声。后来他在周记中写了一
篇文章《老师给我写诗》，表达了
内心的快乐和对老师的感激。

就这样，看到孩子的进步和
优点，杨永梅都会为孩子写赞美
诗，为开始有进步的董千里写了

《像小树一样挺拔》，为认真负责
的王鑫然写了《天使一样的女
孩》……

如今，希望杨老师为自己写
一首赞美诗成了许多学生的渴
望。她告诉记者，一位诗人这样
说：在爱中成长的孩子会将爱传
递下去。“希望我继续可以用一
首首真情的诗，唤醒一颗颗纯真
的心灵，学会感受生活的美好。”
因为用诗歌呵护学生的心灵成
长，杨永梅当选市中区首届“我
身边的好老师”。

会弹唱的人出去打工，被逼出这身绝技
“从小喜欢音乐，可是一直没

人教。”年轻时候，韩先生对乐器
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直没有机
会接触。十年前，村里组建了一
个吕剧乐队，乐队里的成员都擅
长演奏笛子、笙、坠琴、扬琴等乐
器。“跟着乐队玩了两个月，我学
会了笛子和扬琴。后来乐队解
散，乐器都没有了，我就狠狠心，
自己买了把扬琴。”

“2012年的一天，同村的刘

大姐知道我喜欢吕剧，给我很多
鼓励，建议我学习坠琴。”经过一
段时间的自学，韩先生学会了弹
坠琴。但凡有空，两人便聚在老
年人活动中心一起排练。刘大姐
唱吕剧，韩先生弹奏曲子，两个
人在音乐上很有默契，搭档了近
三年。

“吕剧需要的乐器多，每种都
有各自的音色，音调多了才好
听。”在和韩先生搭档唱吕剧的过

程中，刘大姐发现了一个问题。
“想要丰富曲子的话，只有坠琴太
单调。可是现在村里会弹奏的人
都出去打工了，其他人也不会。这
可怎么办？”

刘大姐不经意的一句话，却
让韩先生记在心上。“晚上睡不
着觉，我就瞎琢磨，要是一个人
能弹奏多种乐器行不行？”从此
之后，韩先生开始学着用脚弹奏
扬琴。

变废为宝，用废旧物品改造乐器
韩先生用来演奏这“绝活儿”

的三种乐器并非一般的乐器，而
是自己改造后的“翻新乐器”。“口
琴绑上细绳挂在脖子上，扬琴的
琴台和琴槌也都改了，坠琴也加
上了二胡的琴鼓。”韩先生介绍
说。

先从韩先生脚下的扬琴说
起。

为了能用脚弹扬琴，韩先生
改造了支撑扬琴的琴架。“一开始

用矮箱子支撑，总感觉不合适。后
来我就根据自己的腿长和感觉，
动手做了一个前高后低的木架
子。用的是家里烧火做饭的木头，
还有一些是我从工地上捡来的废
弃装修木板。”

之后，韩先生用薄底鞋、铁
片、竹签子、气门芯等材料制成了
一双特殊的琴锤。“鞋底下钉上一
个公交卡大小的铁片，插上一根
羊肉串竹签当杆，再在木签头上

用气门芯绑上竹片，琴槌就做好
了。”韩先生说，这些材料是他多
次试验后选出的，而且基本上是
废旧物品。

改造好了扬琴，韩先生又打
起了改造坠琴的主意。

韩先生所用的坠琴，除了原
先自带的琴鼓，还加上了二胡的
琴鼓。为固定两个琴鼓，韩先生在
琴鼓的底座上用胶粘了一块保温
板当垫板。

白天打工挣钱，晚上加班练习
萌生了一人弹奏多种乐器的

想法，又自己动手改造好了乐器，
韩先生便开始苦练。

据韩先生讲，口手脚并用同
时弹奏乐器的绝活儿，他练习了
一年多，半个月前刚刚练成。“只
要有空，晚上7:30到9:00就成了
我的排练时间。白天要干活儿赚
钱，晚上才得空。”

经过半年多的练习，韩先
生终于做到了手脚协调，弹奏
乐器时能发出声音。又经过半
年的练习，韩先生已能弹奏出
完整好听的吕剧曲子。“不知道
谱子是啥意思，但看到就能弹
出来。”

2015年4月，韩先生又从网上
买到口琴，作为吕剧配乐中的吹

奏乐，加以练习后，韩先生口手脚
并用同时演奏三种乐器的绝技练
成了。

“有音乐就没有压力，一放松
就不累了。”韩先生说，白天干完
活晚上回家后，他总是要弹一会
儿再睡觉，音乐对他而言是一种
放松方式。“有啥想法？弹弹琴，自
娱自乐，图个开心就行了。”

50岁的韩先生是济南市历下区姚家镇中井村的一位普
通市民，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没有机会学习音乐，十年来，
凭着对音乐的兴趣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韩先生学会了演奏
多种乐器。最近，韩先生还练就了一个绝活儿——— 口手脚
并用演奏三种乐器，并能演奏完整的吕剧曲目。没有受过
一天专业教育的他，全凭自学满足着自己对音乐的渴望。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实习生 李艳艳

5日下午，一场“清泉润心，诗意飞扬——— 杨永梅老师原
创诗歌朗诵会”在山东剧院举行。主人公杨永梅是济南市民
生大街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喜欢写诗，尤其是喜欢给学生
写诗。诗歌成了她呵护学生心灵成长的独特方式，为此她还
当选市中区首届“我身边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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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生可同时演奏三种乐器，与搭档配合默契。

5日下午，“杨永梅老师原创诗歌朗诵会”现场，杨老师收到学生的鲜花。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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