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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在合肥市包河区文化馆四楼合唱教

室 里 ，钢 琴 琴 键 摁 下 ，三 声 部 合 唱 曲 目

《蝴蝶》的音律飘出，优美、和谐、纯洁的

和声让人醉心其中，咬字、归韵、共鸣，技

巧拿捏得炉火纯青。

这是由 10位母亲和自己孩子组成的

“云声悦耳”亲子合唱团每周一次的排练。

很难想象，妈妈们并非专业人士，其

中有医生、工程师、外企高管、幼儿园园

长等，孩子们都是小学生。合唱团成立两

年 来 ，“ 零 基 础 ”的 妈 妈 和 孩 子 成 为“ 同

学”，携手跨越一个个音乐难关，共同享

受艺术带来的乐趣。

前不久，就是这样一支业余爱好者

组 成 的 合 唱 团 ，从 27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200 支合唱团中脱颖而出，斩获 2022 世

界合唱节 F1（自由风格）组金奖。这是亚

太地区有相当影响力的比赛，是全世界

青少年的合唱盛会，评委由来自全球的

行业内专家担任。

惊喜之余，这群妈妈表示，合唱是为

了玩，但是一种认真的玩，“我们每个人

都是平凡普通的，尽可能陪伴孩子，用歌

唱创造一个美好的亲子氛围”。

从一旁刷手机到同台演出

10 位母亲原先就相识，因为孩子基

本上是幼儿园时的同学，她们经常一起

沟通育儿经验，一次偶然闲聊，萌生了用

合唱培养孩子艺术情操的想法。于是，她

们辗转找到了王云。

合 唱 团 指 导 教 师 王 云 走 南 闯 北 ，

有 32 年 教 龄 ，一 心 一 意 推 广 合 唱 艺 术

教育。

孩子上培训班时，妈妈在一旁刷手

机打发时间，已是众人习以为常的场景。

然而看到这一幕，王云老师却问：“你们

为什么不来试试呢？也许你们的加入，能

让这个合唱团更融洽，再说亲子合唱团

在国内也很少见。”

这 让 原 本 就 崇 尚 文 艺 的 10 位 母 亲

动 了 心 ，她 们 决 定 体 验 一 番 ，2020 年 7
月，“云声悦耳”合唱团诞生了。

王云带过成人和少儿合唱团，精通

混声、女声、美声合唱，这是他第一次带

亲 子 合 唱 团 。妈 妈 是 成 人 声 ，孩 子 是 童

声，如何融合到一起？

第一次排练时，王云就定下教学计

划，教大家吹陶笛练习气息，学朗诵、表

演等语言艺术，同时一起听和弦、变调、

转音，量身定制教学模式。

10个小朋友都有钢琴、小提琴乐理基

础，理解比较快，而大人们有时反应慢半拍。

有妈妈苦练整整一年，才克服了音准难题。

排练时，孩子好动，喜欢跑来跑去，

既要让孩子们不走神，同时避免反复练

习的枯燥感，王云采用国际流行的“柯达

伊教学法”，引入手势、游戏等元素。老师

说一个音符，孩子迅速做出对应的手势，

连唱带做重复 3 遍，让孩子们手、眼、脑

迅速联动。

助教老师同时设计了奖惩机制，每次

准备一大包文具奖品和小零食，设立“服

从纪律”“声音是否平衡”“注意力是否集

中”等指标，根据表现扣分、加分，并当堂

兑现。相对应，哪位妈妈迟到或无故旷课，

也要接受“惩罚”，给所有小朋友买奖品。

去 年 秋 天 ，2022 世 界 合 唱 节（线 上

比赛）报名消息公布，作为“另类”的亲子

合唱团决定试一试，报名了 F1 自由风格

组别。王云选定上海盲童学校的校歌《爱

是我的眼睛》为参赛曲目，歌曲分为 3 个

声部，节奏舒缓。

“ 你 的 爱 是 我 的 眼 睛 ，让 我 看 见 白

云 ，看 见 满 天 星 星 ⋯⋯”孩 子 们 阅 历 有

限，王云先向他们讲解歌词的意义，让孩

子们闭上眼睛，一个搭一个肩膀走上舞

台，感受盲童的生活情景。

比赛结束，当评委视频连线通知王云

获奖信息时，不停感慨：“你们确定是亲子

合唱团吗？真是一群妈妈和孩子在唱吗？这

种形式非常好，你们的水平也非常专业！”

好消息传来，合唱团的微信群“炸”

了。很多妈妈不相信，一遍一遍地追问，

“开玩笑吧？”后来，有的妈妈把比赛视频

保存了下来，开车的时候，循环播放，听

着眼泪就下来了。“不知道被音乐打动，

还是被自己的这段经历感动⋯⋯”

两年不间断，每周训练、
交作业，如何做到的

事实上，王云也会感动得流泪，每次

现场录音结束时，当 20 人将一首完整歌

曲表演完的一瞬间，王云感受到一种“只

属于音乐的美”。当然，他的感动还源自

作为老师和指挥，一场不落地见证了这

支合唱团从无到有，从冬到夏⋯⋯

没有场地，最初，大家挤在王云家里练

习，围在客厅桌子旁听课，后来，妈妈们自

掏腰包租场地、置服装，还有人联系了家具

城空旷的展厅来练习。2021年年初，包河区

文化馆得知情况后，主动找上门，特别为合

唱团提供了免费的固定训练场所。参赛录

制视频时，安徽大剧院一位素不相识的工

作人员给他们从头到尾拍摄了舞台照。

课后练习同样重要。王云将歌曲伴

奏交给家长，让家长和孩子在家中录下音

频或视频，每周提交两次作业，他再进行

点评和指正，不合格就重唱，再交上来。

起初，家长们也有畏难情绪，有人想

过放弃。一方面因为跟不上节奏、看不懂

谱子；另一方面，每人工作都很忙，有的还

得抽时间照顾二宝，生活已是“一团麻”。

“妈妈，我们的作业还没有交呢？”尽管

学习很忙，孩子们还是按时交合唱作业，或

是提醒和督促妈妈尽快录制家庭作业。

“平时工作很辛苦，但如果我们都能

按 时 交 作 业 ，更 是 给 孩 子 树 立 了 好 榜

样。”合唱团成员、神经内科医生谢成娟

观察到，有的妈妈出差时，在酒店里录制

唱歌作业，也有的妈妈开车途中想到作

业 没 交 ，于 是 停 车 在 路 边 上 传 。深 夜 两

点，群里还有妈妈在上传作业，每个成员

都在悄悄地努力着。

妈妈们也感到“内卷”，每当有人懈

怠时，看到群里其他人准时交了作业，会

有一种被鞭策、激励的感觉。

下班以后，谢成娟将自己关在房间

里练歌，家人觉得她“五音不全，经常跑

调，会拖别人后腿”。可她坚持反复练习

后，再将演唱视频发到家庭群里，所有人

很惊诧，随后就是夸赞。

这 也 是 合 唱 团 所 有 妈 妈 共 同 的 执

着。有人来上课需要调班，有人千方百计

推掉出差，有人需要从城市的那头驱车来

到这头，每逢周六，大家风雨无阻，顾不上

吃饭，有时候把二宝也带到教室里。

“只要排练室的门一关，什么都不再

去想。”尽管下课后要赶着线上开会或是

回家加班，但在 3 个小时的课里，所有人

都抛开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烦扰，全身

心解脱出来，陪伴孩子、感受音乐。“世界

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吗？”

“合唱团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老师和孩子、母亲和孩子之间都是战友、

同学的关系，没有谁对谁‘居高临下’。”

谢成娟说，团队像一家人一样，每当疲惫

或是想放弃的时候，大家会相互鼓励，坚

持和孩子一起走下去。

不过也有其他家长质疑：孩子们都

快升初中了，你们还有闲心思带孩子搞

这些？

妈妈们观察到，对音乐的热爱和追

求并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反倒是

提高了积极性 。合唱排练间隙，10 个孩

子会拿出本子趴在台阶上写作业，彼此

督促，互相帮助。让妈妈们欣慰的是，目

前 10 个孩子的成绩都很不错。

合唱团虽小，却有自己的“团徽”，设

计理念出自妈妈们的集思广益：近看是

小蜗牛沿着岩石向上攀爬的形象，比喻

母亲是孩子背后坚实的支撑；远看是代

表“无穷”的符号，代表音乐无穷大，欢乐

无穷大，爱无穷大。

被合唱团“翻转”的家庭
教育和亲子关系

合 唱 团 成 员 郭 维 是 一 名 通 信 工 程

师，她感叹，孩子对音乐的理解和领悟力

高于家长，更多时候，是孩子反过来教妈

妈，俨然像个小老师。

郭维小时候学过钢琴，平时喜欢听古

典音乐，合唱团内，她唱低声部，女儿唱高

声部。但是随着训练越来越专业，郭维在

乐理方面显得吃力，有时难免唱不准音。

在家里，女儿用声音或者用钢琴引

导妈妈找音准，一起练和声。让郭维感慨

的是，孩子“教学”的态度很好，一遍不会

就再来一遍，一个音一个音地磨，“这不

禁让我们反思，有时对孩子的态度过于

急躁和不耐烦了”。

户 外 散 步 或 旅 行 时 ，女 儿 会 提 议 ，

“妈妈我们唱首歌吧！”母女二人随时随

地就唱起来。一次 ，郭 维 加 班 到 家 已 是

晚 上 11 点 半 ，她 看 到 床 头 放 着 女 儿 写

好 的 小 纸 条 ：“ 亲 爱 的 妈 妈 ，早 点 休息，

明天我要教你唱《梦的地图》，它非常非

常难，晚安！”

郭维觉得很欣慰：“从唱一个音到一

个句子，再到共鸣、和声，从扯着嗓门唱

歌到一步步搭建和声体系，这种母女互

相陪伴的感觉真的很美妙。”

“合唱只是形式，其背后是一个完整

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是音乐教育，更是立

德树人的载体。”王云总结，学唱一首歌，

孩子可以体会歌词背后的故事情景，发

扬团结友爱、坚持奋斗的精神，有助于人

生观、世界观和性格养成。更重要的是，

合唱能增进亲子间的互动和理解，引发

对于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的新思考。

万毅是一所幼儿园的园长，在合唱团

唱中高声部，唱低声部的儿子活泼好动，刚

进 合 唱 团 的 时 候 ，自 律 性、情 绪 控 制 能 力

差，有时还会忘记交作业。

她观察到，同样唱低声部的一个男孩会

准时提醒儿子交作业，儿子则发挥音准好的

特长，帮着对方一起进步，两人成了好搭档。

一 次 ，万 毅 问 儿 子 ：“ 唱 歌 给 你 带 来

什么？”

儿子不假思索地说：“快乐。”

“快乐是哪里来的？”

“快乐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发现美。”

工作中，万毅负责幼儿教学，她发现，

大人思维方式和孩子不一样，孩子的想法

一般比较具象，家长如果一味说道理，孩子

会反感。而合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实践，在

互相影响的过程中达成共识，不是从家长

的角度去要求、强迫孩子做什么。

她感觉，自己和孩子达成了某种“惺惺

相惜”的谅解，即使发生矛盾，也会很快修

复，因为大家对音乐有着共鸣。万毅的母亲

也爱唱歌，儿子问妈妈：“为什么你和外婆

都喜欢唱歌？”

万毅回答：“因为，我热爱着你的热爱，

这是融入亲情血脉中的情感，所以我们是

一家人呀！”

在王云看来，孩子们平时很调皮，但一

旦上了台，他们会全身心投入，生怕唱错一

个音影响整体，他们身上有着一种集体荣

誉感，也体现出奉献和担当精神。

有一位母亲坦言，自己儿子好胜心强，

在幼儿园时举手回答问题，如果没有第一

个被老师点到，会一直闷闷不乐。随着在亲

子合唱团的训练，儿子懂得了“隐藏”自己，

学会融入集体，衡量自己对团队的贡献度。

眼下，这群妈妈们平时聊天的内容，既

有生活的鸡毛蒜皮，也有诗和远方。她们甚

至早早地规划起未来的事业——随着孩子

升学和长大，他们最终会离开妈妈身边，也

要退出亲子合唱团。妈妈们则会组建老年

合唱团，继续唱下去！

正如一位妈妈所言，“唯有热爱可抵岁

月漫长！”

羡慕！亲子合唱团的奇妙之旅
全身心陪伴孩子、感受音乐，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安 俐 牟昊琨

一幅剪纸作品，勾勒出学校的湖畔

风光和地标建筑。近日，一些高校将剪纸

融入录取通知书，创意指数拉满。

7 月 14 日，中国青年报“豹豹青春宇

宙”数字藏品平台正式发行《赤子之心，

剪纸里的家园梦》数字藏品。这套藏品精

选了 5 套来自不同流派和地域的青年剪

纸 传 承 人 的 作 品 ，分 别 为《家 园·山 水》

《家园·四季》《家园·古今》《家园·传统》

《家园·生活》。

剪纸又叫刻纸，是一种镂空艺术。它

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千百年

来 ，剪 纸 艺 术 不 断 融 入 时 代 气 息 ，变 化

的是主题和形态，不变的是它承载的人

们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火炬“飞扬”，从

祥云纹样逐渐过渡到剪纸风格的雪花图

案。独特的“中国式浪漫”“撩动”了无数

国人的文化 DNA。不少网友留言说，童

年和父母一起剪窗花的场景又浮现在脑

海中。

非 遗 是 完 全 由 民 间 普 通 劳 动 者 创

造，又由他们代代相传、不断创新留下的

成果。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孟津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畅杨杨回忆，

随奶奶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剪刀上下

翻飞间，红纸变成一朵盛开的牡丹，这便

是他的美术启蒙。

他的剪纸作品《家在黄河南》，以黄

河为叙事线索，展示了老家河南的风土

人情和中原大地的缤纷风貌。当童年的

记忆凝结在纸间，黄河奔腾千年的苍劲

力量，化成了他手中掬起的一捧乡愁。

艺术源自生活。

00 后 剪 纸 艺 术 家 贺 强 是 陕 西 省 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龙剪纸的代表性传

承人。乡土文化，让贺强深深着迷。

“我们已习惯从汉字中了解中国，透

过经史典籍、宫殿遗址、帝王将相认识中

国，但很少从一首口传的诗歌、一件民间

艺术品等更民间的切口去认识中国。”贺

强认为，剪纸艺术以其丰富的形象语言

反 映 了 中 国 深 邃 的 传 统 思 想 和 古 老 文

化，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向

民间艺术学习，也是沿着前人开辟的道

路前行。

民风、民俗是贺强不竭的创作源泉。

参加姐姐婚礼，贺强见识到了传统的陕

北婚俗。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踏得山沟

里黄土飞扬，新人在鞭炮和唢呐声中走

向新居。回到家后，他创作了一幅 15 米

长的陕北婚俗剪纸作品，渴望将淡出人

们生活的陕北民间文化用艺术手段记录

下来。藏品《家园·传统》的原型为贺强的

剪纸作品《锦衣华章》，也饱含着浓郁的

陕北特点和民族特色。

“活态传承”是非遗评估的重要指标

之一。民间剪纸艺术通过师傅带徒弟、口

传心授、言传身教，来汲取古人智慧。多

年来，畅杨杨和贺强都在四处寻访当地

剪纸老手艺人，交流学艺，有种“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传统手艺的赓续，靠传承，

也靠传播。他们发现，老手艺人剪刻作品

时，画稿仅起构图布局作用，真正的“形”

“势”及节奏和张力，其实取决于作者剪

（刻）刀走过的痕迹。他们认为，不但要把

传统的纹样寓意传承下来，也要把艺术

精神传承下来。

如今，“国风”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新

时尚，短视频平台成了年轻人了解传统

文化的新入口，剪纸直播也有一群年轻

粉丝。

“老师会不会剪甄嬛的小像？”“可以

教我剪王一博的肖像吗？”面对网友“千

奇百怪”的需求，畅杨杨总能通过剪纸将

大家的想法一一呈现。冬奥会期间，他制

作的“冰墩墩”剪纸教学视频获得数万点

击。“网络改变了我，也改变着非遗传承的

方式。借助新的载体，希望剪纸技艺走进更

多人的视野！”

在电商平台，他上架了肖像、生肖定制

剪纸产品，还开发了非遗剪纸材料包，希望

激发更多人对剪纸的兴趣。

北京市海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倪巧凤则致力于探索剪纸

艺术的创新。“ 相 较 于 现 代 审 美 中 追 求 对

称、流 线 型 的 视 觉 造 型 传 统 ，中 国 的 民 间

剪纸不属于视觉至上的造型艺术，而是形

成 了 独 特 的 以‘ 心 象 真 实 ’为 主 导 的 剪 纸

语 言 体 系 ，是‘ 活 的 文 明 ’也 是‘ 活 的 隐

喻’。”她说。

在习惯了掏出手机记录美好的年代，

仍有这样一群人，坚持用自己的方式留住

乡愁。一次点击，一次收藏，在青春元宇宙

的世界中，剪影间，那奔腾不息的黄河，那

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那仿佛在耳畔响起

的浑厚秦腔，都化成了我们脚下站立的大

地，向青年“指来处”，告诉我们家的方向；

让青年“明去处”，提醒我们，要成为谁。

一纸一剪一乡愁
——《赤子之心，剪纸里的家园梦》上线中国青年报“豹豹青春宇宙”数字藏品平台

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
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
我们立足基层团干部“不
专”、工作经费“不足”、
干部积极性“不高”等现
实问题，通过公开遴选、
社会选聘、挂兼职等多路
径、多渠道选拔优秀青年
人才进入团的干部队伍。
通过建立经费保障、使
用、管理机制，确保团的
基层组织有钱干事、主动

作为；建立基层团干部岗位激励、薪酬激励、
发展激励等多种制度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
为。下一步，我们将按照“青年所需、团委所
能”的职责，延伸服务触角，创新开展高台学
子“青雁归巢”计划，紧紧围绕县委“打造红
色文化名城，建设绿色生态家园”目标定位，
立足青年需求，持续优化青年成长环境，团结
引领广大青年在建设幸福美好新高台的生动实
践中彰显青春担当，展现青春作为。

北方民族大学团委

书记 王哲

校园文化活动对青年
学生思想引领有着润物无
声的魅力和作用。北方
民族大学团委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以“第二课堂”为育
人载体，以新媒体矩阵为
育人阵地，持续打造《石
榴 花 开》 主 题 思 政 课 、

“百年共青团 奋进新征
程 ” 主 题 团 史 展 、“ 五
四”青春诗会、《家园》

迎新晚会、《再见民大》 欢送毕业生晚会、各
族学子看美丽新宁夏、校领导与学生代表周
末晚班会、“每天一分钟”自我教育计划等系
列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受到同学们的喜爱赞
誉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强化三全
育人，完善校园文化品牌建设，提升团组织
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为学校创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校和推进自治区
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贡
献青春力量。

团甘肃省张掖市高台

县委书记 李丽丽

畅杨杨的剪纸作品《家在黄河南》。 本人供图

“云声悦耳”亲子合唱团排练照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