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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周琳琳

本报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
稻花香两岸……”伴随着悠扬动人
的旋律，700名中学师生共同吟唱起
这首熟悉亲切的经典歌曲《我的祖
国》。这动人的一幕发生在近日

“‘上海睿年交响乐团’·高雅艺术进
校园”清河湾中学专场的现场。正
如交响乐演出主题“经典致敬奋斗·
江南拥抱小康”所描绘：让高雅艺术
走进古朴校园，以春韵盎然歌咏江
南小康。

高雅艺术不“高冷”
走入师生内心去

整场演出在《春节序曲》那火热的
旋律，跳荡的节奏中拉开帷幕。演出分
为六大篇章构成：第一篇章：春韵盎然；
第二篇章：岁月鎏金；第三篇章：美育浸
润；第四篇章：经典风致；第五篇章：江
南雅品；第六篇章：声律隽永。中外经
典交响乐可谓好戏连台，为现场每一位
师生奉上了一道音乐文化大餐。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篇章“美
育浸润”中，清河湾师生与乐团艺术
家同台演绎、同台抒怀，润泽出一曲
灵秀清丽的江南名曲《茉莉花》，激荡
出一首跃动畅怀的奋斗之歌《阳光路
上》。交响乐团团长曹一民对师生们
的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音乐工作
者最看重的是乐感。在恰到好处的
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间，你们表现出
了独特的风格。非常好！”

将演出推向高潮的，是学生们对
于《梁祝》的热情和对民族化交响乐
的喜爱。青年小提琴演奏家花卉来
到现场，以如泣如慕的演绎展现了他
对于这一凄美爱情故事的理解。“这

是一场悲剧，但中国人民以精神的缔
结给予了它完满的结局。”这首感动
全球华人的中国曲调里，凝结着浓浓
的中国感情和创新的时代精神。师
生们不仅从旋律中体悟交响乐，更是
在随后的现场互动中积极发言，交流
交响乐的文化知识。

新兴学校重“厚植”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选择在寒假这个包括了春节传
统节日的假期前，为学生带来一场浸
润心灵的美的享受，也包含了主办方
的良苦用心：希望他们能把从这场演
出中汲取到的养分与即将到来的寒
假进行有机结合，度过一个别开生面
的、具有文化韵味的独特假期。

这与学校注重美育、厚植传统文
化的特色息息相关。在校长朱国君
的带领下，建校仅两三年的清河湾中
学已经形成了三大类（科学、艺术、人
文）共33门特色课程，如武术、射艺、
无人机、机器人、编程、美术（素描、油
画）、校园电视台、民乐、中医等，并列
入课程，聘请专家定期来校进行指
导。这些特色课程让每一位学生都
能找到兴趣特长所在，在课堂外习得
技能、施展创思。长期浸润在文化内
涵丰厚的校园中，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升不言而喻。

2019年，朱国君荣获“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奖章
（上海市教育系统仅 21 人获此殊
荣）。但他却谦虚地说，为教书育人
事业所做的一切都甘之如饴。殊荣
加身，不仅是一种肯定，也是一份责
任，激励他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这所新兴学校的活力迸发，从
一支年轻而优质的教师队伍上也可
见一斑。朱国君以“教师转变带动
课堂鲜活”的方式，以长达三十年的
教龄，紧抓教师专业学科的学习培
训。他曾邀请基础教育改革的优秀
教师代表、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来
校指导讲座，让教师们亲身体会优
秀教育人的言传身教。近期，他还
带着荣获“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
讲解大赛”全国二等奖、上海市一等
奖的青年教师吕思静一同探望于漪
老师。“于漪对我们青年教师非常关
心和爱护，从教材、教法两方面提点
我们，寄语‘眼中有人、心中有书’，
深入浅出又意味深远。”吕思静表
示，这对她未来的教学研究很有启
发，她将致力于在课堂教学中融合
情感体验与美学体悟。

作为亚洲热门的留学国家，日本
因地理位置距离中国较近，文化上和
中国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而成为很多
有留学意向的学生与家长们的首选
地。而选择日本高中留学，让孩子尽
早接触外面的世界、开阔视野，也成
为近几年的热门趋势。

朝阳义塾的校长孙源源告诉本
报，很多孩子出国留学都是听从家长
的安排，而并没有自己清晰的学业或
者就业目标，但很多孩子从小就喜欢
日本的动画和特摄，对日本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进入日本的高中学习后，
可以清楚地报考自己心目中理想的
大学。

在交流论坛上，来自北海道旭川
明成高等学校、冲绳尚学高等学校、
仙台育英学园高等学校、高野山学园
高尔山高等学校、札幌圣心女子高等
学校的老师们，纷纷介绍了自己学校
的办学特点。

作为朝阳义塾升学人数较多的
学校，仙台育英学园高等学校的老师
吕春苹介绍说，与国内高中相较，日
本的高中是根据学习能力进行分级
教育，学生可以根据升学方向，自由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完成高中课
程后可以百分之百升入大学。但与

日本本国的学生相比，赴日留学的同
学们，应该更早的树立信心，确立目
标，从容应对高三的推荐入试。

随后，访问团参观了朝阳义塾校
区，走进教室，与同学们进行了简单
的沟通交流，有不少同学已经能流利
的用日语交谈，对日本文化也有自己
独特的见解，让访问团的日本老师们
惊喜不已。

随后，访问团参观了学校的“自耕
自养”区，校长马言标介绍说，“现代淹
没在钢筋水泥中的学校，离社会与生
活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学校是全寄
宿制的，校园里有狗有猫，同学们在课
余时间还可以养养鸽子喂喂鱼，我们
有自己的蔬菜地，食堂里吃的蔬菜都
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充满了人情味
的校园，可以让每一位学生都放松心
情地学习。其次，我们承认每一位学
生的差异，帮助他们扬长避短，培养个
性，让他们培育生存的能力”。

最后，朝阳义塾2020中日高中
国际教育论坛落幕，主办方在感谢各
位代表来访的同时表示，与日本高中
的交流让同学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
视野。期待未来有更多学校来到中
国，访问交流。“我们要走出去，也要
迎进来”。 姜卓

中日高中国际教育论坛在沪召开

走出去更要迎进来
新兴学校重“厚植”

让高雅艺术走进校园

■链接

日前，由朝阳国际、朝日留学、上海朝阳义塾日本国际高中联合主办
的“2020中日高中国际教育论坛”在上海朝阳义塾礼堂召开。来自日本
五所高中的访问团一行到达朝阳义塾，进行了访问交流。

访问团参观了朝阳义塾校区。 受访者供图

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