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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的太行山上，绿意葱
茏，瓜果飘香，一派丰收在望。

在教师节来临前，一辆标着“青
春有为，强师有我”的电影大篷车，
载着下乡支教的师范生，从北京师范
大学出发驶向太行山深处的马兰村。
今年冬奥会期间，那群头顶中国红身
穿虎头衣的马兰花合唱团孩子们的天
籁童声惊艳亮相后，让这个藏在山坳
里的小村庄一时间被公众知晓，这也
让人记住了孩子们身后那位默默奉献
的可敬老人——邓小岚。

马兰村边，一条胭脂河逶迤而
来。清清的流水诉说着十年来马兰村
的风貌以及大山孩子在艺术教育成长
之路上的嬗变，也见证了“电影下
乡”活动给绽放的“马兰花儿”所带
来的精神滋养。

镜头一：山村夜幕下的
“电影思政课”

8月 23日晚，当夜幕降临，在马
兰小学的广场上，一场露天电影 《音
乐家》正在放映。

影片讲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期
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先生在阿拉
木图重新整理加工完成旷世千古绝唱
《黄河大合唱》的故事。影片通过柔软
细腻的故事情节和震撼人心的音乐元
素，展现了冼星海的光辉人格与民族
大爱。

当 《黄河大合唱》 成为中哈两国
振奋人心的时代大作时，40岁的冼星
海却永远倒在了热爱的舞台上……电
影中的这一幕，让很多来现场观影的
马兰小学师生禁不住落泪。马兰花合
唱团孩子们的思绪也从荧幕上飘到跟
着邓老师一起学唱歌的美好画面中。
18年来，邓小岚带着满腔热情来到父
母战斗过的马兰村，公益教孩子们唱
歌。在她的无私奉献下，山村里从未
接触过音乐的孩子们爱上了音乐，并
通过音乐打开了眼界。

80年前，冼星海先生一首《在太
行山上》 谱写出民族的觉醒。2022
年，从太行山上走出的“马兰花儿”
站在冬奥的舞台上，让世界看到了中
国在教育和乡村振兴发展中的新貌。
这也是此次“电影下乡——新时代大
学生美育支教河北行”选择在马兰村
放映《音乐家》的匠心所在。

“音乐是无国界的，音乐语言是相
通的，电影中的歌曲，成为不同时代
中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
力的重要纽带，在振奋人心方面的作
用有无穷的力量……”“电影下乡”项
目的发起人、总策划、总导演、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肖向荣
希望能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音乐人
生中，为热爱音乐的马兰村的孩子们
开启音乐美育与党史学习教育的启蒙
之旅，他也希望孩子们通过光影去看
世界，在电影艺术中体会世界之美。

镜头二：电影艺术，架
起乡村孩子的“彩虹桥”

“电影下乡”活动不仅通过电影这
一独特载体让乡村孩子感受艺术之
美，同时也期待用电影艺术点亮乡村
的夜晚，为村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
粮，在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闪烁
一点微光。

8月 24日晚，支教团放映队将荧
幕支在了马兰村的小广场上，这里，
正对着邓小岚老师生前给孩子们艺术
筑梦的“音乐城堡”。当荧幕亮起来，
劳作一天的村民，陆续被吸引过来。
他们或提着马扎，或直接坐在路边的
石头上，在光影中洗去一天的疲惫。

太行山的秋夜，凉意颇浓。当荧
幕上最后一行字幕隐去，仍有一对王
姓父女静静地坐在荧幕前，眼神中充
满了不舍。

“电影放完了，您怎么还不回去
呀？”“从北京来大学生给我们放电
影，难得来一趟……”记者和这对父
女的一番对话，掀起了他们内心世界
的精神波澜。

这位 80 后的父亲年少时酷爱看
书，但因家庭条件原因很早就下田务
农了。那时，看露天电影成为他最大
的精神慰藉。“今年，我女儿以优异的
成绩考上了高中，她能出去读书，我

很高兴。”
父亲表达完内心的幸福，女儿王燃

（化名）也讲述了她和音乐的情结。王燃
曾是马兰村小乐队的一员，小学时曾跟
着邓老师学小提琴，“邓老师常给我们
说，音乐就像朋友，无论快乐与忧伤，
只要你不放弃她，她永远都不会离开
你。”王燃告诉记者，每当她不开心时，
想想小提琴，想想邓老师，就有了前进
的动力。“我的梦想是考上大学，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王燃看着北师大的师生们
微笑着说，“希望我也能考上北师大吧！”

镜头三：真善美的“双向
反哺”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为
人民大众所难以忘怀的不仅有来自于电
影作品中的一段段故事，更有来自于电
影中那些耳熟能详、口口相传的一段段
音乐旋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在8月23日晚举行的“北京师范大学美
育实训基地”授牌仪式上，“电影下乡”
顾问团专家、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周星教授掏
出随身携带的口琴，即兴为孩子们演奏
了一首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的同名主
题曲，让现场气氛高涨起来。

琴声悠扬，旋律激荡人心，现场的
孩子们都不由自主跟着琴声哼唱起来，
熟悉的旋律飘荡在夜幕下的小山村。

“美育支教是一种双向的审美哺育过
程，一方面支教团成员用专业向孩子们
传授艺术知识，另一方面，革命老区的
优良传统及孩子们的纯真之美也在浸润
着支教队伍的每个人。”演奏完毕，周星
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这句话也说到
了对支教团成员的心坎里。几天来，通
过升旗仪式、歌会、公开课等音乐专题
活动，支教团成员和马兰小学的孩子们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互相感动着。

“我们带来美育，也来接受乡土的美
育，山水田园、风土人情都给我们带来
书本课堂上学不到的纯真、感动和美
丽。”北师大艺术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
专业的陈思仿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出了她
的支教收获。

而作为从河北走出来的大学生，郑
佳瑶和李若雨此次家乡支教，体会更
多。她们想用知识反哺家乡，于是二人
联合备课，一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主题
为“音乐的力量”的美育公开课。

李若雨是一名北师大“优师计划”
师范生，她毕业后将回到县域中小学任
教，因此对乡村孩子带着深深的情感。

“邓老师18年来坚持对山村孩子普及音
乐之路的无私奉献，本身就是大美；山
村孩子对音乐淳朴的表达和虔诚的心，
是天然的美！”李若雨说。

郑佳瑶是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声
乐专业的大四毕业生，这也是她第一次
近距离来到农村。为了给孩子展示自然
之美，她和支教团成员前往田间地头录
制了自然中的各种声音，加上乐器伴奏
及后期制作编曲，剪辑了一首原创曲
子 ， 在 公 开 课 上 播 放 给 孩 子 们 听 。

“哇！没想到我们平时熟悉的风声、流
水声、虫鸣，竟然这么好听。”当生活
中的声音变成课堂上的音乐作品，孩子
们很是兴奋和欣喜。而孩子们发自内心
地喜爱也进一步激发了她的艺术创作
灵感。

郑佳瑶此行另一个收获，是结交了
一位“手拉手小琴友”。“这个小男孩曾
跟着邓小岚老师学吉他，很有音乐天
赋。邓老师去世后，他有点消沉，也没
有了学琴的热情……”郑佳瑶想通过这
次“手拉手”，激发小男孩克服困难、勇
敢追梦。

“郑老师，您快要走的时候，我有些
舍不得您。我希望您能一直陪在我身边
……”支教临近结束，小男孩给郑佳瑶
写了一封信。看着孩子稚嫩的笔迹和真
诚的心里话，郑佳瑶眼眶湿润。她也给
孩子写了一封信，并留下了自己的手机
号，表示自己愿意在音乐学习方面给予
他帮助指导……

镜头四：将课堂搬到乡村
振兴的大地上

“北师大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我
们戏剧与影视学系有‘双一流’A+的

学科专业优势，如何通过电影这个载
体，将北师大‘强师工程’师范生培
养和戏剧与影视学系的专业优势完美
组合起来做点公益活动？”在“电影下
乡”项目的制片人、执行总导演，北
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
系主任陈刚的心里，“强师工程”和

“电影美育”这两个关键词早就相遇。
经过整整一年时间的思考策划后，这
个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最终以北师大
师范生为主体组成了“电影美育支教
团”，通过“电影大篷车”的形式走进
中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及刚刚脱贫摘
帽的各乡村基层，希望在提升乡村青
少年的艺术感知力和人文素养方面作
出应有的贡献。

在“电影下乡”团队中，除了师范
生、青年文艺志愿者外，还有一支科班
的“纪录团队”——他们都是艺术与传
媒学院影视传媒系的大学生。几天来，
他们通过镜头和文字，对乡村支教活动
进行全程直播，并通过短视频、微信公
众号等形式及时向社会发出“现场报
道”。作为随行的指导老师，影视传媒系
的史林老师觉得这种现场教学，比课堂
上更加生动有趣，学生的学习动力也
更足。

“这是一堂行走的美育思政课，也是

设在乡村振兴一线的生动教学。我们期
待这些学艺术与传媒的孩子们，能在真
实的生活场景中，不断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
和对传媒事业的热爱。”在陈刚看来，好
的教学，不仅要让同学们走进生活现
场，触摸到有生命温度的质感，而且还
要让同学们系统地了解、操作传媒作品
的制作诞生过程，从而萌生对职业的
敬畏。

“马兰这个小村子，自然风景很
美。村边流淌着清清的小河，村后矗立
着青青的大山。村里的孩子们也很淳
朴，唱起歌来，是那样的快乐。”说出
这番话的郭晶是一名来华留学生。在她
的眼中，中国的乡村是充满爱和诗意
的，“胭脂河水静静地流淌，小兰老师
来到了马兰……”她很快就学会了这
首歌。

“我相信美妙的音乐总能让人联想到
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在音乐陪伴下成长
起来的孩子，一定能够乐观、积极地对
待生活。”邓小岚生前留下的这句话，也
引发陈刚的共鸣。作为老师，他希望学
生们走进乡村基础教育一线，通过电影
美育和乡村孩子的生命发生联结，让乡
村孩子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向美而
生，向善而行……

教师节前
北师大师生来到太行深处马兰村

——“电影下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河北行”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张惠娟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影视和人们的
生活、审美感知、精神愉悦息息相关。但遗憾
的是，现代影视的发达和影响力，很多时候忽
略了乡村……”在“电影下乡——新时代大学
生美育支教河北行”活动启动仪式上，教育部
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表
达了这样的心声。

在周星的内心深处，这方红色的土地上，不
仅有《晋察冀日报社》的军民鱼水情深，还有河北
作家孙犁笔下《白洋淀纪事》中所描绘的在阜平
的干净透彻的风土人情，“泉水不深，但很清澈，
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让周
星欣喜的是，如今走进阜平马兰村，村边的胭脂
河水还是那样清澈，平坦宽敞的水泥路纵横交
错，道路两旁的墙壁上画满了鲜艳醒目的文明墙
绘，眼前一幅新时代美丽中国的乡土画卷。

“光影，可以滋润人心，让人们感知到美的
一种趣味、爱好，将人无形中滋润，让人表里都
透彻。”周星说，今年冬奥会上，通过影像传媒，
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用希腊语唱出的天籁
之音和天然的不加任何雕饰的表演，让全世界
几十亿人民看到了中国在世界上欣欣向荣的
气度和美好形象，让人心潮澎湃。在周星的心
里，电影是现代媒介，中国电影要想表现中国，
就不能忽视5亿农民这个群体，他呼吁要通过
影像反映农村及农民的变化。

在周星看来，影视艺术在育人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青少年是接受影视作品的主要对象之
一，在直观的影视作品面前，或悲或喜、或感知
到生活的丰富、或接受关于生活景象的熏陶，或
者感受剧中代表光明的英雄人物的鼓舞，当然
也可能会看到复杂生活的多个方面。”周星深有
感触地说，在城市，进影院看电影已经成为孩子
成长中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广大农村，很多
孩子甚至没有真正看过一场电影。

“电影下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
行”活动进行的这段时间，由教育部指导，北京
师范大学主办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恰在同步
举行。这场由“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
拍、大学生评”的电影赛事，燃起了大学生的青
春激情，也燃起一批优秀的电影新星。在周星
看来，电影下乡支教活动本身就是大学生电影
节的一个拓展。就像北师大的校训“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所期待的，审美教育，不仅仅是艺术技能的普及教育，更重
要的是通过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从而以德育人，“让孩子们从小在里崇尚
美好、蓬勃向上，身心就像马兰花合唱团的歌声那样透彻。”

在周星看来，“电影下乡”活动通过露天电影放映、美育思政课、组建
合唱团、举办歌会等踏踏实实的活动，让电影这一现代媒介深入农村基
层，通过电影让孩子们感知音乐、感知美术、感知光影，感知人和人之间的
关系，“青春有为，强师有我！这个活动功莫大焉。”周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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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
的马兰，别忘记唱一首动人的
歌谣，让孩子们知道爱在人
间，清晨的花朵,永远的童年
……”

记者在马兰村采访期间，
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哼唱的
这首《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
兰》，像清澈的溪流般在马兰
村的山间流淌。前来这里支
教的北师大“电影下乡——新
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团”的师
范生们，也和孩子们动情地哼
唱，悠扬的歌声飘出了山谷。

教孩子们唱这首歌的是
邓小岚老师。退休后的她回
到父母战斗过的马兰村义务
帮扶支教。在儿童音乐教育
的启蒙之路上，18 年来她风
雨无阻，从翻修教室，到给孩
子们上课；从教孩子们唱歌，
到组建小乐队；从教孩子们乐
器，到带领孩子们走上舞台表
演……邓老师的到来，为山村
孩子的梦想架起了一座桥
——从未接触过音乐的孩子
们由此爱上了音乐。在邓小
岚的影响下，马兰小学有了音
乐老师、音乐教室、舞蹈教室，
由马兰村孩子们组成的“马兰
小乐队”也远近驰名，多次赴
北京演出。邓小岚为马兰孩
子们打造的音乐梦，也一步步
地变成了现实，最终走上了冬
奥会的盛大舞台。

这几年来，邓小岚还在村
外的山谷中发起了“马兰儿童
音乐节”，让孩子们在青山绿
水中唱歌，成为马兰村一年一
度的最美好的事儿。音乐也
唤醒了马兰村的春天，音乐成
了这个小村庄的一张名片。

“现在，我们村的很多农民也
都喜欢上了唱歌。他们在家
做家务时哼着歌，下地干活时
也唱着歌……”马兰小学校长
袁心顺告诉记者，这些年来，
经常参加小乐队学习和活动
的20多个孩子步入了大学的

殿堂，其中有几个考取了音乐
相关专业，他们唱着歌，弹着
琴，奔向了自己的理想。

今年春天，正在为马兰村
筹备音乐节的邓小岚79岁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她亲手为
孩子们打造的“月亮舞台”
上。邓老师走了，但她支教的
精神在马兰村接力绵延。

因为一年一度马兰音乐
节的举办，知名音乐人、乐队
歌手、媒体记者、企业代表等
社会各界人士走进马兰。而
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先
锋队”与“排头兵”，从今年 4
月起，北京师范大学也启动了
对马兰小学及周边学校的定
向系列帮扶工作。师生们深
入一线了解基层教育发展现
状，为乡村振兴作出应有的贡
献。暑假期间，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环境学院、
教育学部、新闻与传播学院等
学部院系的几十名学生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到马
兰小学及周边学校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而此次“电影下
乡”之旅，更是以“电影大篷
车”的方式，让专家顾问团、美
育支教团与当地师生倾情联
动，以露天电影放映、电影美
育公开课等形式开启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电影美育之旅。
在这种和农村教育的深度互
动中，也激励了新时代师范生
投身乡村教育的梦想。

“作为一名专业的声乐生，
我能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传递给
山村的孩子们，哪怕一点点，我
就感到很幸福。”新学期，参与

“电影下乡”支教活动的郑佳瑶
已经开启了在北师大的研究生
学习之旅，而这个暑假的支教
活动，让她未来的学习之路，因
带着乡土气息而更加丰盈厚
重，她更期待着未来能用音乐
为乡村教育振兴做出自己力所
能及的贡献，让美育之花扎根
泥土，绽放芬芳。

从“她”到“他们”
接力守护“马兰花开”

本报记者 张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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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村的孩子们在溪水旁唱歌，在泥泞的小路上、石头上、玉米地里练琴。而邓
小岚老师发起的马兰儿童音乐节成为他们展示梦想的舞台。图为2013年北京开国
将军后代合唱团和马兰小乐队合唱《我们的田野》。前排右七为邓小岚。 资料图

在支教团成员和马兰小学孩子们举办的“我把我唱给你听”歌会上，孩子们踊跃
表演。

教师节前，北师大支教团成员来到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
和孩子们开展了一场电影美育支教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