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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B04 桂城教育桂城教育

从上周三至今，桂城传来一

件又一件大事。74名桂城新兵

穿上军装，在桂城街道领导的祝

福下，踏上军旅新征程；又如在

“创熟”背景加持下，大德社区

多栋旧楼正在如火如荼地安装

电梯，将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而更令人关注的则要数这项文

化惠民工程——“剧院丽影”又

回来了。

近日，桂城文化站发布消息

称“剧院丽影”强势回归，首场

表演将在 9 月 26 日推出。今

年，“剧院丽影”将推出科学魔

术儿童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儿童剧《海底总动员》、音乐会

《燃烧的空气》、杂技《森林奇

幻》、歌舞晚会《放歌大湾区》

等精彩节目。

消息出来后，市民马上抢

票，场面异常火爆，可见其受欢

迎的程度。“剧院丽影”是桂城

文化站在 2016 年创新推出的

高雅艺术惠民工程，每年为市

民提供多场省级或以上的精品

艺术剧目，以政府补贴、优惠的

价格，让桂城市民零距离接触

高雅艺术，感受优秀文化的独

特魅力。

桂城地处南海中心城区，将

高雅艺术带到市民身边似乎成

为了一种使命，也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作用。例如，桂城能结合自

身的地方和人口结构特色设计

市民需要的文化大餐，工作将创

新做到了实处。相比往年的“剧

院丽影”高雅艺术剧场，笔者发

现今年的演出安排更具“国际

范”，更有都市时尚气息。既有

老年人喜爱的粤剧演出，也有亲

子家庭热捧的儿童剧表演，还结

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推出《放

歌大湾区》，这都是在以往实践

的基础上总结、提炼。

事实上，除了“剧院丽影”

外，桂城在市区两级创建国家及

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的背景下，积极创造条件，加

强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文化

供给，提供更多文化选择，促进

市民的文化消费。

如投资超过1.1亿元的映月

文化中心启动建设，桂城历史文

化展馆、佛山状元文化展示馆、

与洛客合作建成的“最美读书驿

站”相继开门迎客，成功举办首

届公共艺术展，为城市发展注入

更多文化元素；千灯湖音乐节、

国际美食节、玉器文化节、叠滘

水乡文化节等一大批本土特色

文化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

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桂城文化

影像志系列纪录片《平洲玉匠》、

《林氏洪拳》和《扒龙船》亮相广

州国际纪录片节，推动传统文化

以现代形式焕发新光彩。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我们通

过文化来打造城市独有精神，塑

造城市特色风貌，展现桂城人民

的精气神。接下来，桂城还会深

耕做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全面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探索更多

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更好

更及时地将党和政府的声音传

达到人民群众中去。培育提升

桂城作为南海乃至佛山的城市

文化中心功能，新建配建一批图

书馆、博物馆和体育文化娱乐设

施，重点抓实映月文化中心建

设，提高城市集聚力和吸引力；

结合更多时尚元素和名牌效应，

继续办好千灯湖音乐节、国际美

食节、玉器文化节、叠滘水乡文

化节等一批特色文旅活动，打造

成为具有桂城特色的广佛知名

节庆文化品牌。

文化也是民生，文化惠民让

城乡充满文化活力，开展好群众

性文化惠民活动，有利于全面提

升群众的幸福感。期待桂城加

大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

力度，把文化惠民实事一件件不

停地办好，一年年持久地抓好，

让公共文化生活真正鲜活起来、

生动起来、丰富起来。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桂城一周桂城一周

坚持文化惠民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坚持文化惠民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鲜师”育人 阐述爱与责任
线上慕课、户外音乐课，创新教学激发学生兴趣

教师，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职业。他们辛勤育人，用心编织着每位学生的梦。在教学路上，桂城出了不少名师，更有许多“鲜
师”，也许是年纪尚轻的教师，也许是教学方式涉及新领域的教师，他们都在用自己新颖独特的教学方式培育学生。

如果说教师是园丁，那么一台电脑、一把琴，就是桂城两位“鲜师”的“锄头”。在9月10日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聆听这两
位桂城“鲜师”的故事，一起致敬充满爱与责任的教师们。

26载老教师变“慕课主播”

詹雪清是南海中心小学

一名数学老师，26年来，她总

爱拿着粉笔、戒尺，在三尺讲堂

上为学生输送知识。按年龄来

说，她不算“鲜师”，但是按教学

方式，她是桂城一名热门的新

晋“慕课主播”。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

詹雪清只能“仗电脑走天涯”。

“慕课是大规模开放在线的课

程，简单来说就是把相关课程

制成视频，然后上传到特定的

网络平台，供学生们学习。”詹

雪清说，从业26年，她已经习

惯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对于互

联网教育几乎不懂，“初次接触

网上教学，这对快50岁的我来

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由于开展线上教学的时

限越来越近，詹雪清只能铆足

劲，一遍一遍地学。近视眼镜

与远视眼镜轮着戴，半个月内，

詹雪清不仅学会了录音、录屏、

配乐、剪辑，作为年级备课组组

长，她还一遍遍观看其他老师

的视频和教案，修改课程节奏，

优化教学内容。

表面上看，詹雪清的“主

播”之路仿佛很顺利，但其实线

上教学这3个月来，她几乎每

天都加班到半夜。“因为不能返

校，我只能在家录课。可是家

里的孩子还小，比较闹，总爱黏

着我。我生怕录课会有一点点

杂音，所以只能晚上录，录完一

般都是凌晨了。”詹雪清笑说，

但努力的人总是能得到回报

的，她一共录制了13节慕课，

其中12节课都上了“学习强

国”。

3月2日，南海中心小学

正式开展线上教学。为了让学

生保持做笔记的好习惯，詹雪

清的视频里还加入了不同颜

色、大小的字幕。20分钟下

来，学生们要是漏了笔记，还能

重新观看补回，詹雪清感觉网

课的优势正在慢慢凸显。

“线上教学是一个很特别

的回忆，虽然很累，却很新鲜。

最感动的是，有一个数学课代

表在我的课下留言说：‘因为突

如其来的疫情，老师变成主播，

学生守着电脑，但原来网课也

一样有默契。’我知道他们都在

等待春暖花开，等待返校的那

天。现在回来了，我感觉师生情

一下子又浓了。”詹雪清笑说，教

学方式已经从线下教学为主转

变为线上线下并重，未来还会学

习更多多媒体课件制作，加强教

学设计，用动画、视频等媒体来

增加教学的趣味性。 文/珠江时报记者丁当通讯员 邓付生受访者供图

搬上电子琴，还有满满的

两箱乐器和教具，2019年，桂

江二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80
后”音乐老师朱建棋走进加田

镇，到加田田家炳学校进行为

期一年的支教。

加田镇是连山壮族瑶族自

治县的一个偏远山区小镇，与

峰峦林立、溪涧纵横这些复杂

地势所对应的，是艰难的生存

条件。“我知道山区的条件有

限，我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

变他们的环境，但我打心里想

去支教，因为我想给孩子们带

去美好的事物，比如我从小就

热爱的音乐。”朱建棋说。

当初，为了“离音乐再近一

点”，朱建棋选择成为一名音乐

老师。入行9年，等了9年，朱

建棋得到了珍贵的艺术科支教

的机会。从克服到适应再到享

受山区教学环境，朱建棋内心

始终怀着一份感恩。“感恩音

乐，感恩支教，也感恩孩子们，

让我深刻感受做老师的意义。”

朱建棋说，在城市里的音乐教

学是快节奏的、有目的性的，但

在大山里支教，除了让孩子感

受音乐，更多的是让自己回到

纯粹热爱音乐的时候。

为了能把音乐教学理念和

方法分享给当地老师，朱建棋

在学校的组织下，为孩子们上

了一节音乐公开课——《剪羊

毛》，组织大家通过韵律动作、

演奏乐器以及演唱歌曲开展一

场小小的“音乐会”。为了让孩

子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朱建

棋更把音乐课堂搬到田野中

去。

“支教过程中，我最喜欢就

给孩子们上户外音乐课，这是

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

了。”朱建棋笑说，山区条件虽

然艰苦，但胜在好山好水好风

光，风声、水声、鸟鸣配上悠扬

的琴声，这份属于大自然的音

乐是难能可贵的，他也希望这

样美妙的音乐能给孩子们带来

力量。

比起普通的支教，朱建棋

还做了很多“多余”的事。在加

田田家炳学校里，90%的学生

都是留守儿童，或老人家带，或

托亲戚照顾，甚至还有部分孤

儿和特殊学生。因此，除了当

老师，朱建棋还当上了临时“父

母”，到家中探访，帮孩子们买

衣服、买鞋子，和孩子们聊心

事、聊音乐，还给他们开集体生

日会。此外，朱建棋更主动承

担学校少先队仪仗队的训练工

作。他利用课余时间，带着孩

子们一起在操场上跑步练习气

息，给他们讲解基础的演奏乐

理知识，教会他们演奏的技

巧。日复一日，和谐有趣的排

练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支教结束前，加田田家炳

学校的学生给朱建棋送了很多

信件和贺卡，其中一封写着：

“您的用心让我感受到了温暖，

找到了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梦想。希望在以后的日子

里，您能带着我更好地前行。”

或许，朱建棋坚定选择支教的

理由，便是因为爱孩子与爱音

乐吧。

进山支教为孩子送去音乐课

■詹雪清跟学生合照。

■詹雪清。

■朱建棋开展户外音乐课堂。

■朱建棋带领仪仗队参加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少先队鼓号队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