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么
, 、

亥留
,

甘常

少年宫要搬迁
,

今年署期在招生与课程内容设置上基本保

持稳中求进
,

北京市少年宫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搬迁
,

以及

新宫的软硬件建设和规划
。

在社会家庭重视琴童素质教育的环境下
,

东城区少

年宫的音乐和美术专业社会教育业绩突出
,

少年宫近年的

生源非常火爆
,

为级解琴童学艺的压力
、

保证器乐教学质
,

少年宫招生政策也采取灵活机动
、

址人为出的模式
。

目前
,

北京东城区少年宫的学员有 多名
,

文艺类的

学员 占到 左右的 比例
。

少年宫下属的金帆乐团有成

员超过 多名琴童
,

乐团驾驭的演奏曲目已超过百部作

品
,

乐团成员的演奏水平都在 级水平以上
。

在北京中小

学校外教育系统中
,

东城区金帆乐团一直处在领头羊的位

里
。

西城区少年宫历史悠久
,

坐落在北京新街口 南大街
,

少年宫的建筑群源于明清时代
,

宫内建筑古色古香
,

精致

典雅
。

西城区少年宫主任王晓葱
、

副主任常晓玲在介绍少

年宫器乐办学特色时说
,

少年宫以弘扬民族音乐文化
,

培

养民族器乐爱好者为主体
,

教学包括民族弹拨和吹奏两项

主要内容
。

目前 有近 多名的在校中小学生在西城

少年宫学习
,

宫内的软硬件设施应用 已经趋于饱和状态
。

今年署期
,

少年宫会有新的创新项 目出台
,

准备再扩招一

部分新的学员
。

“

现在很多家长功利思想比较严重
。

许多家长让孩子

学乐器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升入重点学校或者是外区考人

一个更好的学校
,

也有的家长是为了提高孩子的整体素

质
。

这也没办法
,

这是一个大环境
。 ”

丰台区少年宫文艺

部部长赵俭向记者透露
,

明年北京特长生单独项 目的 比赛

要取消
。

目前
,

丰台少年宫有 位器乐老师
,

还有兼职

老师有 人
,

教师全部是本科和研究生以上学历
。

目前

有 多人接受艺术培训
,

署期预计还有 多人
,

最

小的 岁
,

最大的有成人
。

宫内热门的专业是古筝和电子

琴
,

电子琴在丰台更受家长育睐
。

记者在宜武区少年宫
,

采访了宜武少年宫高级教师

杨凤桐
。

在今年署期
,

宜武少年宫课程内容的最大特色还

要说民乐培训
。

杨老师说
,

最有特色的就是复式班
。

从学

龄前儿童到大学一年级
,

还有肤色
、

语言不同的外国人
,

不会乐器的都在一起学习
,

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

目

前
,

少年宫师资分两代人
。

老一代人的学历都不离 年

教师最低是大本
,

都是专业科班出来的
。

弓

记者在少年宫
,

遇到了几位家长
,

在与家长的闲谈中

得知
,

孩子学习器乐有的是家长心愿
,

有的是孩子受到同

学的影响
。

对于特长生优先录取的问题
,

家长们认为
,

首

先是学校制度的问题
,

责任不在家长
。

学校的师资划分等

级
,

学生的水平要划分等级 师资与招生的不平等
,

造成

家长只能被动地强迫孩子学习奥数
、

美术
、

钢琴各色的课

程
,

如何合理配 教育资源
,

是我国校内与校外教育面临

的紧迫问题
。

谈到校外教育的难点
,

从事校外教育已有 个年头

的徐部长告诉记者
,

校外教育作为校内教育的延伸和补

充
,

在教育教学中 相对校内教育有许多问题和难点
。

首

先
,

校外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

校外教育的科

目涉及的范围广
,

课程内容的盆非常之大
。

校外教育更多

强调的是
,

根据孩子 自身的特点
,

进行有针对性的因材施

教
。

对于校外教育师资教学水平的评估
,

由于缺乏统一

的标准
,

评估教师的业绩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

校外教育

的体制
,

教学模式未来的发展
,

还有待于教师们进行积极

的探索和不断的沉淀
。

校外教育的核心作用是推动校内教

育更加趋于完美
。

由于校外教育师资和生源的流动性特

点
,

使校外教育的执行过程多少显得有些随愈
,

学生的中

途离开 都会给教师课程的规划和系统性带来困扰
。

再

者
,

校外教育在教材选编的过程中
,

教师的工作的评估也

是缺少规范
,

更多是依赖家长和社会的 口 碑而定
。

如何克

服校外教育的随意性和盲 目性
,

校外教育如何在学材
、

教

材
,

以及校外教育整体纲 目的建设
,

规范各种课题的专业

性
、

系统性和科学性
,

避免扼杀教师教学思维的创造性
,

从教学的细节上逐步丰实校外教育的羽冀
,

为学生和家长

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内容
,

将成为校外教育未来发展的重

心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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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练习
,

对于琴童毅力和抗挫折的心理培养
,

是许多家

庭培养琴童的初衷
。

但老师建议家长
,

培养琴童的素质要

茸重孩子的心理成长特点
,

少年儿童活泼好动
,

注意力不

够集中
,

孩子缺乏耐性
,

都是正常的心理表现
。

随着琴童

年龄的增长
,

孩子的心性会逐步德定下来
,

对器乐学习也

会更加理性
。

现在的琴童由于校内紧张的课程设置
,

很少

能集中时间来进行器乐练习
,

都是抓紧利用课余时间进

行练习
。

但在双休 日
,

教师还是建议琴童拿出多一些的时

间
,

进行系统完整的器乐练习
,

以巩固教师布里的新的教

学内容
。

大兴区少年宫的巴主任和李艳部长告诉记者 为

了激发孩子们学习乐器的热情
,

她们组织了艺术沙龙
,

让

琴童与家长在和谐的氛围中同台演出
,

此举增强了孩子

们的 自信心与成就感
。

器乐的学习有时非常艰苦
,

有许多 困难需要琴童克

服
。

当孩子在学习中出现问题时
,

家长也不应采取粗条的

态度责骂孩子
。

有时孩子被家长的几句话
,

伤害了 自尊

心
,

有了放弃的念头 再多次的改学其他专业
,

期间最大

的问题是孩子毅力的培养没有得到积极的推动
。

一旦孩

子决定学习某门乐器
,

家长要积极的鼓励
,

适当的批评
,

让孩子的毅力在器乐训练中得到培养
。

王朔老师告诉记者
,

现在的独生子女 自立能力都比

较差
,

许多家长来到少年宫
,

学生应该独立完成的事情
,

家长都全权代替了
。

教师要在授课过程中
,

委婉地规劝家

长
,

让孩子独立完成这些细节问题 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孩

子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
,

通过点滴的积累
,

在器乐学习

中
,

学生也傲得了如何尊重师长
,

关爱 同学
,

傲得了做人

处事的基本道理和道德规范
。

将孩 子当做笼中鸟
,

温室的

花朵来细心照料
,

最终使孩子失去的是 自立和经受人生风

雨的生存能力
。

万物同法
,

尊重孩子的选择
,

让孩子独立

去完成他该做的事情
,

其实
,

家长应赋予孩子更多的信任

和信心
,

少一些担心和顾虑
。

结束语
“

少年智则国智
,

少年强则国强
,

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
,

少年 自由则国 自由
,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 ”

公

元 年
,

梁启超先生在华夏民族内忧外患的情境下
,

用

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预言了少年 自强
、

自立精神的深义
。

夕阳西下的周末
,

记者走在少年宫音乐缭绕的回廊中
,

无

惫间看到墙上的一段文字
,

在结束本期采访时
,

很想送给

正在阅读杂志的师长和父母们

给孩子一些权利
,

让他 自 己 去选择

给孩子一些机会
,

让他 自己去体脸

给孩子一些 困难 让他 自 己去解决
,

给孩子一种条件
,

让他 自己去 炼

给孩子一片 空 间
,

让他 自己 向前走
· ·

一
本刊记者 黄 伟 孟建 军

对 于 想 要争 习 乐尽的琴套 农长
,

建仪农长在违劝 乐界首
,

好 咨询 一 下 专遮教玲 的 几
。

琴会 习琴 初 一

舰以 中检 乐尽汤 介
,

没有 必 要选用 太 命贵 的 乐 尽
。

陇寿琴套尽乐 衣浪 此 力 的提高
,

再将 乐 尽的怕 次提禹也 不 葬退
。

祖专 农寄
,

音准和音 色过盛 的番及里 号
,

建议农长遥泛不 要劝 共
,

这样奋对琴套 音准棍奋产 生 不 东的 形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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