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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支教教老老人人坚坚守守四四年年
只只为为乡乡村村孩孩子子有有歌歌声声
寒来暑往，他们从未耽误一节课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常新喜
实习生 安臻

听说学校没音乐课
老人们组建起支教队

6月6日，又是一个周三。上午
9时，第二节课的铃声响起，长清
区孝里镇广里中心小学三年级的
学生郭子琪一双眼睛热切地盯着
窗外。这一节即将开始的是音乐
课，是她和同学们最喜欢的课程。

“老师好！”看到授课老师
后，孩子们突然变得很兴奋，用
最响亮的声音喊出这三个字，音
乐也在教学楼的各个教室响起。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
的房间彻夜明亮”“花皮球，真可
爱，轻轻一拍就跳起来”“我心中
有 个 太 阳 ，我 心 中 有 个 月
亮”……教室的门窗关不住孩子
们快乐的歌声，即便是那几个最
调皮的孩子，也认真地拿起音乐
课本，跟着老师大声唱起歌。

这所位于长清区西南角的
小学一共有六个年级，容纳着周
边四个村子的孩子，每个年级只
有一个班，共172名学生，其中大
约三分之二是留守儿童。整个学
校有16名老师，因为师资力量缺
乏，配备的音乐美术老师都转去
教语文、数学课了。

站在讲台上讲授音乐课的老
师都来自山东省直老战士合唱团
支教团，如果没有这支支教团，广
里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在小学阶段
也许都无法接受音乐教育。邓海
燕是这支支教队的创始人，他和
孩子们的缘分，开始于2013年。

“那年暑假之后，我们合唱团
到孝里镇参加一个纪念活动，遇
到了广里中心小学的孩子们。”邓
海燕说，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就
想叫他们一起唱个歌，可孩子们

的回答，让他感到十分意外：“孩
子们说他们不会唱歌。”

找到老师一问，邓海燕才知
道像不少乡村小学一样，这所小
学里也没有开设音乐课。“我当时
就跟学校的老师商量，能不能我
们去给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一建
议，得到广里中心小学校长和老
师的热烈欢迎，“校长和我通了两
次电话，希望我们能尽快来给孩
子们上音乐课。”这一建议，得到
广里中心小学校长和老师的热烈
欢迎，“校长和我通了两次电话，
希望我们能尽快来给孩子们上音
乐课。”于是，只用了一个星期的
时间，一支支教队就成立了起来。
然后，几名老师便来到学校，为孩
子们上了第一堂音乐课。

从那时候开始，每隔一周的
周三，支教队都会从济南驱车近
六十公里来到广里中心小学，每
次都会连续上三节音乐课，一坚
持就是四年多。

多媒体课件不熟悉
老人急出一头汗

支教队的成员年纪最大的已
经76岁了。对于他们来说，连续上
三节课已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情，多媒体教学设施的使用，也是
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同学们，谁知道鼠标在哪
里？”田翠玲是支教队里最新的一
个队员，6日是她给孩子们上的第
二节课。找到藏在多媒体桌里面
的鼠标后，从哪里找课件又把她
难住了，讲台上的电脑屏幕坏了，
她只能回头看着投影上的内容操
作。好在田翠玲有做幼儿教师的
经验，安排同学们玩着“我是邮递
员”的小游戏后，她拿出老花镜，
对着投影找了起来。“上节课明明
都安装了，怎么没了呢？”田翠玲
一边找一边说着，急出了一头汗。

在另一间教室里，杜惠民正
在给孩子们讲什么是休止符。八
九岁的孩子正是活跃的时候，回
答问题你喊一句我喊一句，一般
的嗓门盖不住他们的声音。为此
杜惠民专门准备了一个扩音器，
让孩子们能够听得更加清楚。

看到杜惠民的扩音器，邓海
燕向他传授起了经验：“对于这
么大的孩子来说，你喊不过他
们，你只需要站在那不说话，他
们很快就安静了。”

邓海燕之所以有和孩子相
处的经验，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十
年的老师。“我们这个支教队，对
队员的要求很高。”邓海燕说，不
仅要有爱心，会唱歌，还要懂乐
理，最好还有过当老师的经验。
在这样的要求下，支教队的成员

有的曾经学过音乐教育，有的是
退休幼儿园老师，还有的在合唱
团唱过多年。

四年风雨无阻
从未让孩子失望

每年的年初，支教队的队员
们都要按照教学大纲写出本年
度的教学计划，明确哪些是教学
重点。“每到周三，孩子们就开始
问，今天上不上音乐课。”广里中
心小学教师方倩说。正是因为知
道孩子们的这种期待，支教队的
老师们这四年多来从没让孩子
们失望过。“我记得前年冬天的
一天，那天雾特别大，我家离学
校四公里，我都不敢开车来。”方
倩说，当时她就在想，支教的老
师们离这里那么远，应该来不了
了。“没想到老师们准时来了，在
大雾里看到他们的时候，真是难
言心里的那分感动。”

方倩不知道的是，因为那天
的大雾，高速公路封路，老师们
绕了半天才找到通往学校的路。

“正点走进教室的时候，心里有
一种不敢辜负的使命感。”

目前，参加过支教队的队员
已经有三十余人。“到了我们这个
年纪，上有老下有小，有很多要给
孩子看孩子的，还有要照顾家里
老人的，因此一部分队员暂时离
开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人离
队。”于谦说，“我们也是在想办
法，不让孩子们缺一节课。”支教
队将目前在位的十五位队员分成
了两个组，保证每个年级能有两
名以上的老师，这样既能够熟悉
课程，又可以互相之间有个替补。

一上午的课程结束了，七名
老师来到教师食堂，一碗土豆冬
瓜炖肉，几个馒头就是一顿午饭。

“他们每顿饭都执意要交给我们
五块钱饭钱，让我们很不好意
思。”广里中心小学校长靳现春
说。但在支教队员们看来，这是
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是来给孩
子上课的，不能给学校添麻烦。”

“静静的深夜群
星在闪耀，老师的房
间彻夜明亮”“花皮
球，真可爱，轻轻一
拍就跳起来”……6
日，长清孝里镇广里
中心小学每个教室
里都飘出孩子们快
乐的歌声。每隔一周
的周三是孩子们最
盼望的日子。这一
天，会有一些爷爷奶
奶来到学校，带着他
们唱歌、听音乐。这
些爷爷奶奶来自山
东省直老战士合唱
团支教团，为了让这
些乡村孩子能和城
里孩子一样上音乐
课，他们一坚持就是
四年多。

▲支教老师在指

导孩子们进行乐队的

队形队列训练。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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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让孩子们眼睛放出异样的光芒。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更多视频请扫二维码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