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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老师支教科尔沁校园刮起音乐旋风
工作刚满两年就主动报名去

内蒙古支教一年， 他的决定让同
事们惊讶不已， 这位 “95后” 教
师能为当地学校带去什么变化？
当地师生能接受他吗？ 芳草地国
际学校富力分校音乐教师郑学铭
用行动给出答案， 被科尔沁左翼
后旗教育体育局授予 “京蒙协作
先进个人” 称号。

向当地同行分享北京音
乐教育经验

郑学铭出生于1996年， 大学
毕业后回到家乡北京工作。 2021
年9月24日， 刚刚工作两年的他
得知学校征集赴内蒙古通辽市支
教的老师， 从小就很独立的他主
动请缨， 希望把北京的音乐教育
带给当地孩子。 了解不同地方教
育的多样性、 学习传统音乐出身
的他也想去辽阔的大草原上深入
调研民族音乐， 促进专业研究。

9月27日， 郑学铭和朝阳区
其他六位支教老师出发， 来到内
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
卡镇中心学校。 他被任命为体卫
艺主任， 并教六年级音乐课， 开
启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举办讲座、 听评课、 上公开
课……郑学铭通过多种方式与当
地同行交流研讨， 分享北京一线
教师的专业经验。 他帮助当地老
师申报了市级课题 《单元整合背
景下民族器乐教学研究》， 到他
离开时课题基本完成结题。

郑学铭还积极与朝阳区在当
地支教的同行合作， 设计了一系
列双师同堂课例。 其中， 双师美
育课 《乐诵长相思》 以纳兰性德
的 《长相思》 为文本载体设计板
块式教学， 语文与音乐专业相结
合， 引领学生更好地体验诗词的
音韵之美， 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美

育教育， 受到学生和听课教师的
一致好评。

多种方式改变学生只听
“口水歌” 的局限

除了音乐教学外， 郑学铭在
校领导的支持下举办了艺术节、
科技节等多项活动， 丰富学生们
的校园文化生活。 他也因此在学
校内 “出了名”， 孩子们对这位
远道而来的支教老师不再感到陌
生， 而是会主动凑到他身边和他
聊天。

在和当地孩子的接触中， 郑
学铭注意到他们喜欢通过网络了
解外面的世界， 但社交平台的广
泛传播 ， 让孩子们沉迷于短视
频， 爱听平台推荐的 “口水歌”。

“对价值观未成型的学生来
说， 接受高品质的音乐能够提升

他们的艺术审美， 一个人的眼光
和审美是推动成长与发展的永续
动力。” 郑学铭要给学生们介绍
更多音乐门类， 让他们不再局限
于流行歌曲中。

在校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
郑学铭先是从课堂入手， 组织小
组活动， 通过音乐律动操让学生
们动起来 ， 用身体感知音乐元
素。 同时， 他相信好听的下课铃
能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就更
换学校上下课铃声， 让学生们交
来一些喜欢听的乐曲， 根据这些
曲目的范围、 音乐风格以及类型
进行补充 ， 增加 《土耳其进行
曲》 《summer》 等具有经典元素
的流行风格作品。 他也照顾老师
们的感受， 加入一些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流行老歌， 当蔡琴、 罗大
佑等歌手的声音响起后， 老师们
感到仿佛穿越回自己的青葱岁

月， 非常解压放松。
郑学铭还给住校生提供音乐

影像播放室， 在晚饭后的半小时
休息时间内播放一些适合学生观
看的音乐电影， 例如 《动物总动
员》 《放牛班的春天》 等， 帮助
他们开启眼界 ， 接受音乐的熏
陶。

住校生小李两周才能回一次
家， 谈及此事神情透着落寞。 观
看了多部音乐电影后， 小李的表
情渐渐舒展开， 和同学、 老师的
聊天话题变多了 ， 透露出对外
界 、 对音乐的向往 。 一次下课
后， 郑学铭看见正在认真聆听下
课铃声的小李正随着音乐轻微晃
动身体， 完全沉浸其中。

带领孩子们走进美妙的
合唱世界

为支教学校成立合唱团， 是
郑学铭做出的又一项尝试， 因为
他认为合唱教学对提高学生的音
乐素养和团队合作能力具有重要
作用。 他走进各班挑选了近50个
合唱团员， 精心选择适合孩子们
的音乐作品， 带领他们走进美妙
的合唱世界。

《四季的问候》 《少年郎》
《萱草花》 ……孩子们唱响一首
首经典歌曲， 用声音拥抱生活、
歌颂亲情、 宣扬青春。 孩子们和
郑学铭的关系日益紧密， 在楼道
里看见他就会热情地围过来询
问 ， “郑老师 ， 我们这周排练
吗？” 从他们质朴的笑容中， 他
看到音乐的力量。

在全旗教研活动中， 学生合
唱团演唱了 《萱草花》， 旗政府
的一位领导惊讶地评价， “孩子
们的歌声让我太感动了， 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唱得这么
好！”

女生小月的父母都在外地工
作， 独自住校的她总是戴着一顶
黑色帽子， 性格内向孤僻。 参加
合唱团后， 小月接触到多种类型
音乐， 在排练 《萱草花》 时她想
到很久没见过爸爸妈妈， 禁不住
小声哭起来， 老师和同学们都过
来安慰她。 得到大家的关爱和鼓
励， 小月不再像过去那么压抑自
己， 而是勇敢接受机会， 自信地
走上舞台， 出色地完成校园科技
节的主持任务。 之后的小月性格
越来越开朗， 不再戴黑帽子， 陆
续又参加了一些主持活动， 如今
已顺利升入中学。

继学生合唱团之后， 郑学铭
又 组 织 起 教 师 合 唱 团 ， 丰 富
当 地 同行的业余生活 。 得知学
校没有钢琴后， 他主动出资捐赠
了一架钢琴， 让师生感受更加丰
富优美的音质， 希望更多怀揣音
乐梦的孩子和老师能够在此收获
快乐。

此外， 经由当地教师介绍，
郑 学 铭 利 用 休 息 日 去 了 很 多
民 间 艺 人 家 里 做 田 野 调 查 ，
搜 集 了 20多 首 民 歌 以 及 一 些
民 间 音 乐 故 事 。 他学会演唱
《四海 》 《鸿雁 》 等蒙语歌曲 ，
还在校园文化节和 “中华民族一
家亲联谊会” 中， 与师生们共同
用蒙语演唱歌曲， 收获台下的热
烈掌声。

“在这辽阔的草原上， 我们
从来悠然自在， 草原我的草原，
吉祥如意的家园……” 如今已回
到北京工作的郑学铭难忘科尔沁
支教经历， 不仅经常哼唱 《我的
草原》， 还把蒙古族音乐带到北
京课堂上， 让北京孩子了解内蒙
古的音乐文化。 他说， 希望能在
今后的工作中有所作为， 将蒙古
族音乐运用到更多地方， 为传承
民族音乐尽一份心力。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我从今年2月份开始负责
津兴城际铁路提前介入工作， 和
施工单位一起同吃同住， 参与了
施工建设 、 设备启用 、 运行试
验、 按图行车等开通运营前的各
项环节。” 津兴城际铁路近日开
通， 天津站所辖安次站副站长夏
乃杰一路走来深有感触。

从2月到11月， 夏乃杰历经
寒暑， 从一名车务专业技术干部
成长为熟悉车务、 客运、 信息、
房建等多专业的全能型管理人
员， 更见证了这座新建站的建设
运营历程， 用一腔热情在这里扎
下了根。

今年2月份， 随着津兴城际
铁路临近开通运营， 夏乃杰从天
津站技术科调到了安次站工作，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 夏乃杰说
道： “之前的我只关注车务系统
的日常工作， 来到安次站后， 面
对的是一座庞大的车站， 要想让
它顺利运转， 意味着很多专业我
都要从头学起。”

对夏乃杰而言， 这些专业里
就属房建专业最为陌生。 车站水
电管路如何排布、 站台帽石如何
安装、 候车厅天花板使用什么材
料……这些问题必须在短时间内
学懂弄通， 否则根本无法完成施

工质量盯控把关的艰巨任务。 压
力面前， 夏乃杰没有退缩， 他每
天泡在施工现场， 积极向施工人

员请教， 遇到疑难问题便咨询车
站专业工程师， 没过多久， 他的
房建专业技能就已突飞猛进， 还

能向施工单位提出有效的合理化
建议。

针对车站部分区域风管、 空
调管、 排水立管外露， 将来可能
存在噪音影响旅客、 职工休息的
现实问题， 夏乃杰协调施工单位
使用岩棉包裹进行隔音， 再用石
膏板封闭， 并预留检修口， 这样
的设计既增加了站房的美观度，
又有效减少了噪音， 得到了施工
单位的充分认可和采纳。

业务学习上用功， 在日常工
作中， 夏乃杰也是忘我工作， 一
刻都停不下来。 随着津兴城际铁
路日益临近开通运营， 车站内的
盯控行车作业、 施工组织、 巡视
站场、 检查设备运行质量、 站场
保洁以及建立制定各项规章制度
等等工作全面铺开， 千头万绪的
任务很多都压在了夏乃杰的身
上。

“基本上一天要接打100多

通电话， 有时忙到一天只能吃一
顿饭。 ”夏乃杰这边刚介绍完，手
中的电话便响了起来，“值班员昨
天的施工作业登记不正确， 需要
重新补登” “候车厅广播没声音
了 ， 把信息维保喊来 ” ……这
通电话刚打完， 另一通电话便又
接了过来， 也难怪同事们都说，
夏乃杰的手机就和12306热线电
话一样忙。

无论事情再多再繁杂， 夏乃
杰依然从容淡定、 认真负责地将
每一件琐碎事务解决到位， 用他
的话说， “一件小事看似不大，
却会影响车站开通后旅客的出行
体验， 作为车站管理人员， 我不
能有一点马虎大意。”

来到安次站工作， 要回位于
天津市的家， 单程需要两个多小
时， 自从津兴城际铁路进入联调
联试以来， 夏乃杰几乎一个多月
才能回家一次， 虽然条件艰苦，
但夏乃杰认为一切都很值得 ，
“经过这近一年的守护， 我已经
把安次站当成了自己的家， 看着
这个家一点点建成、 变好， 我也
充满了成就感和满足感， 未来，
安次站一定能成为安次区又一座
地标性建筑， 我也将为此贡献更
大更多的力量。”

“我已经把车站当成了自己的家”
□本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冯秀

津兴城际铁路天津站所辖安次站副站长夏乃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