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员的成绩里
收获自己的成就感

要想让职工学得好 、 学得开心 ，
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选好课程。 去年3
月， 刚刚入职的王可欣就参与了一个
问卷调查的组织工作。

当天， 在劲松街道总工会开展了
太庙国学讲堂， 是劳动人民文化宫送
文化到基层的一场讲座， 整个朝阳区
的各级工会组织都有职工参与其中 。
“平时朝阳区总工会组织的活动相对丰
富一些， 因此， 我们就借机发放了调
查问卷 。 希望能做到职工需要什么 ，
我们就来提供什么。” 王可欣笑着回忆
说。

做完了职工的调研工作， 还需要
做市场调研， 借此了解这项教学的可
行性和大众普遍的接受程度。 王可欣
告诉记者， 在开展古筝教学的课程前，
曾发动整个部门的职工全体出动， 到
乐器培训机构和企业调研、 试听课程。
“我们有11名工作人员， 每人至少要采
访3家， 有的人去了四五家， 了解市场
上乐器培训的行情和动向。”

“在针对职工调研的时候， 我们发
现大家对古琴的呼声很高， 都表示想
学古琴。 可是我们到培训机构调研后

发现 ， 古琴在市场上的接受度不高 ，
一是本身古琴发源于南方， 到了北方
后， 在音色上会有一些下降， 二是古
琴有自己单独的谱子， 学琴之前先要
学谱子， 而古筝只需要能看懂简谱即
可。” 王可欣仔细讲述着。

经过几次调研后的综合考虑， 在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同时， 希望更多
的人能够接受高雅艺术， 最终古筝培
训班正式上线。 此外， 今年劳动人民
文化宫还开设了太极拳、 太极剑、 国
画、 书法和篆刻培训班。

课程确定下来了， 王可欣的工作
还远没有结束。 她还需要甄选、 联系
老师， 协调时间和教室， 并在和老师
沟通后， 为每一个课程设计教学目标、
购置教材等。

“这需要很多部门配合， 我一个人
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开班头一天， 往
往都需要四五个工作人员在岗， 整理
报名表等信息。” 王可欣笑着说。

董嘉是今年国画班的学生， 也是
门头沟区的一名工会会员， 平日里喜
欢养花草， 再观察花草的样子把它们
画出来。 巧的是， 不仅班里有很多同

学也喜欢养花种草 ， 连老师也喜欢 ，
这也成为了他们在国画之外的另一个
共同爱好。

“我记得董嘉先是带了一些盆栽、
多肉植物来， 送给其他的学员和老师。
后来就成了大家互相赠送， 周末的时
候还一起约着出去看花草、 照相， 俨
然成了好朋友。” 王可欣给记者讲起了
班里有意思的小故事。

王可欣还为每个班建立了微信群，
方便老师和学员联系。书法班的老师有
晨练的习惯， 每天5点半左右到公园晨
练，6点多就在公园里开始写字。有了微

信群后， 他会把自己每天写的字拍下
来，发到群里。 看着老师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坚持练字的精神，渐渐的，整个班
的学员都会早上起来晨练、写字。

“我都喜欢上了这种氛围， 大家原
本都是陌生人， 通过这次课程和共同
的爱好 ， 让他们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
重新感受到了同学之间的友谊， 成为
了朋友。” 王可欣说， 看到学员们从连
笔都不会拿， 到学习简单的毛笔横竖
笔划 ， 再到现在写出像模像样的字 ，
她从心底里高兴， 并且觉得自己的付
出是值得的。

姜淼
中国东方乐团常务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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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为职工的学习热情所感动

王可欣
劳动人民文化宫教育辅导部职工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每周六早上8点半， 来自中国东方
乐团的姜淼， 准时出现在劳动人民文
化宫为职工开设的古筝培训班的课堂
上。 此时， 她的身份也从乐团的常务
副团长转变为这个培训班的教师。 这
是姜淼在这个培训课堂上教学的第三
期。 这次学员大约有50人， 都是来自
不同单位的职工。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姜淼和同样
来自中国东方乐团的刘美村、 王旋辞、
王子白， 开始走入这个特殊的教学课
堂， 为广大职工带去更多关于古筝的
演奏技巧和知识。 “截至这期， 已经
有大约150名职工， 在这里学习过古筝
啦。” 姜淼介绍。

“他们中有刚入职的年轻职工， 也
有年龄大一些的老职工。” 姜淼表示，
虽然来到培训班学习的职工年龄层次
多 ， 而且对于古筝的了解也很有限 。
“但是大家学习的热情特别高， 而且接
受能力也很快。” 为了能让学员们更快
地学习到古筝的相关演奏技法， 姜淼
也和其他老师思考并且琢磨出更为有
效的教学方法。

和专业教学不同， 为提高学员们
的学习兴趣， 在课堂上， 老师们没有
安排太多专业的练习曲。 诸如 《大长
今》、 《女儿情》 这些颇受人们喜爱的

练习曲， 更多的出现在课堂的教学中。
“这样的教学安排 ， 课堂不会那么枯
燥， 大家学起来更有兴趣。” 姜淼说。

除去在教学内容上的用心， 在硬
件上， 姜淼所在的中国东方乐团也给
予大力支持。 “文化宫现有的20台古
筝不足以满足学员的需求， 我们乐团
无偿借给培训班5台古筝， 这样可以让
学员们学习的质量更有保障。” 因为教
学的时间都安排在双休日， 姜淼和其
他老师都是放弃休息时间来完成教学。

一次，姜淼和其他老师正准备赶往
课堂。但天公不作美， 突然下起瓢泼大
雨。 时间不等人， 学员们还在等着上
课。 没有做太多思考， 老师们冲出房
门。 雨很大， 街上不仅人少， 车也很
少。 最终大家乘坐地铁，从石景山赶往
上课地点，准时上课。

老师们教学用心， 学员们在学习
中也特别认真。 在教学的过程中， 让
姜淼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强烈的求知
欲 。 “学 员 们 不 仅 仅 是 听 老 师 教
课 ， 还自己思考并且结合想法提问。”
姜淼回忆， “比如， 在古筝的演奏有
种叫做扶腕摇弦的指法。 在老师演示
完后， 有的学员就会进一步发问， 他
们会问到如何发力、 如何掌握好角度
这些问题， 问得很细致， 可见他们学

的很用心。”
学员们强烈的求知欲， 让老师们

很感动 。 在课堂上 ， 他们总是确保
每 一位学员都得到手把手的指导 。
“老师， 我的指法有没有走形？” “我
还有问题想请教您 。 ” …… 上 午 的
教学完成后， 还有不少学员利用中午
的 休 息 时 间 练 习 或 者 和 老 师 们 讨
论 。 面 对 学 员 们 的 热 情 ， 老 师 们
总 是 主 动 放 弃 午 休 时 间 来 为 大 家
指导。

“一天的教学下来， 老师们的嗓子
也都变得沙哑 。 但是我们还是觉着 ，
能让大家学到更多的知识， 就很值。”
姜淼说， “不仅课堂上为学员们进行

细心的指导， 下课后， 我们也会和学
员相互交流 。 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 ，
有热心的学员会录制教学视频发到群
中， 老师们也会随时给大家解答相关
的问题。”

让姜淼和其他老师感到欣慰的是，
学员所在的单位工会也特别支持职工
来学习古筝， 培养业余爱好。 在学员、
老师、 工会的共同努力下， 职工们的
古筝演奏技巧得到快速提高。 “我觉
着这个课堂开设得特别有意义， 能让
不少有着古筝兴趣的职工圆梦。” 姜淼
介绍， 这期课程结束后， 还会安排汇
报演出， 她相信学员们会有很精彩的
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