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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诗童
实习生 吴雨珊

7 代《雷雨》、3 代《窝头会馆》、两

代《茶馆》……12年来，北京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中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实验
中学”）组织的社会剧场大舞台话剧表

演参演师生逾千人，学生观众过万人。

今年，100 多名师生组成的中学剧组

历时 30多天的排演，将《红楼梦》搬上

了大观园“顾恩思义殿露天大舞台”。

“随着演出时间一天天临近，我和

凤姐的距离也一点点靠近。”马依然是

北师大实验中学高一学生，凭借初次

试戏《凤姐泼醋》选段时不怯场的“发

怒”表演，她如愿被选中。

“以前看剧或者看书的时候是从

第三视角想象这个人物，但现在以第

一视角代入这个人物，我要想假如我

是王熙凤，会怎么处理这些事。”在她

看来，不同于宝黛爱情的乌托邦世界，

关于王熙凤的情节充满着现实世界的

欲望、矛盾与冲突。在一遍遍动作与情

态的打磨中，马依然逐渐体味到红楼

世界的绝妙，也最终对“脂粉英雄”王

熙凤有了自己的理解与感受。

“十幕大戏演红楼”中学生大观园

公益路演演出时长近 120 分钟，由十

幕改编自小说《红楼梦》的话剧及昆曲

表演片段构成。从改编原著撰写剧本，

到选角、剧本围读，再到排练、演出，在

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个导演和演员都

经历了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在“温暖一平方”直播间专

访了这群从戏剧中收获满满的师生。

《宝玉娶亲》《凤姐讯家童》的学生

导演张云鹭把成为职业导演作为自己

的理想，初中就曾接触过导戏的他，在

慢慢摸索如何把独唱变成合唱。“把这部

戏从没人看到的地方带到大观园，有很

多游客都在看，当时我觉得我们的付出

没有白费，非常有成就感。”

《林黛玉进贾府》《共读西厢》两幕戏

的学生导演高芗泽和戏剧结缘于学校开

设的戏剧选修课，被老师赏析《窝头会

馆》时的种种细节所吸引。“那个时候觉

得戏剧其实是非常能反映真实生活，也

特别容易把观众带入一个特定情景的表

演形式。”此前的主持经历加上对戏剧的

兴趣，让高芗泽来到正在选角的《窝头会

馆》剧组试戏，并成功获得一个角色。

《戏剧及社会现象研究》是由专职戏

剧教师崔英剑领衔开设的语文戏剧课

程，也是北师大实验中学在语文戏剧教

育路上的一大尝试。近 6年来，课程结业

逾 800人。戏剧表演活动总策划、语文教

研组组长汪文龙介绍，北师大实验中学

有着多年的戏剧排演传统、深厚的戏剧

文化“土壤”和丰富的社会剧场大舞台大

戏表演积淀。据校史记载，早在 1943年，

《雷雨》尚未对社会公演前，该校高二年

级的学生就曾排演话剧《雷雨》。多年来，

学校由专职戏剧教师开设语文戏剧课

程，设立了“伏脉千里”年度戏剧节，并与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合作共建北师大实

验中学“不言”戏剧工作室，成体系、有规

划地先后排演了《雷雨》《窝头会馆》《茶

馆》以及《暗恋·桃花源》。

“‘十幕大戏演红楼’是北师大实验

中学戏剧树上一朵新开的小花。”汪文龙

说，自 2019年《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进入高

中语文教材以来，因其情节琐碎、人物众

多、头绪复杂、主题深奥，始终是中学生的

“难点”及“痛点”。语文组经过研究，在 10
多年戏剧课程探索的基础上，借鉴经典剧

目排演的经验和人才资源积累，师生共同

改编《红楼梦》，排演成短剧，希望能够以

演促读，以演带读，开辟了一条亲近“红

楼”、阅读“红楼”的“新道路”。

“原来读它只是因为老师让读、家长

让读、大家都读，但是在我真正排了这个

戏剧后，会发现曹雪芹的文字非常细腻，

每一处都值得细细琢磨。”学生导演杨东

琪在组织排练的过程中，不仅提升了读

经典的兴趣热情，还学会了怎么把效率

提高到极致，她笑称自己在那些天非常

“女强人”，想到下午有排练，就会趁大家

午休时抓紧写作业。“最初也担心排练占

用了不少时间，会影响学业，后来发现，

排戏和学习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事情，

它虽然占用了一些时间，但带给我的是

更深层次、更有质量的东西，我认为这是

值得的。”

“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途径能让孩子

们走进别人的人生，了解更多的人生，戏

剧是最好的窗口。”在汪文龙看来，这一代

孩子的生活经历太过简单，他希望通过戏

剧美育让孩子们多一些有品质的阅读和

艺术欣赏，为他们播下艺术的种子。

北师大实验中学 2020 届毕业生修

清扬目前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她高一报名参演了“年度大戏”《雷雨》，

从只有五句台词的龙套做起，同时尝试

做导演助理，高二成了主要演员，也担任

了导演。“在实验（中学）排演戏剧是让我

走上戏剧专业道路最重要的原因。从高

一到高三一直在参与这项活动，戏剧对

我的影响内化了，让我能把自己对于戏

剧的所思所想所学用到实处。”

“有趣的是，当时高中剧组里的同

学，包括国际部后来出国读书的同学，都

加入了所在大学的剧社，成了主力成

员。”修清扬说，实验中学的文化非常包

容，老师们会创造不同的舞台来丰富学

生的人文素养，也正是在学校的戏剧美

育实践，让她找到了真正热爱的未来。

“未来在于我们能不能把它体制化、

机制化、常态化，然后有更多老师自觉地

把这个事坚持做下去。”汪文龙认为，目

前校园戏剧的发展还需完善教师人才梯

队建设，以及得到更多家长的认同，多方

共同努力做出更有品位的作品，让传统

戏剧真正走到学生心里。

校园戏剧里有每个孩子的无限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郑 全

8 月 8 日 15 时 30 分，暑假中一个普

通的下午，广西柳州市静兰小学的体育

馆内，一阵阵跳绳划过空气的“嗖嗖”声

打破了夏日的宁静。

鞋子轻轻点地，小小的身体轻盈地跃

起，伴随着《大梦想家》青春激昂的旋律，

孩子们做完热身活动，一同跳动起来。一

时间，十几条彩色的跳绳同时挥出优美的

弧线，好像一道道彩虹。豆大的汗珠从这

些孩子的额头滑落，但快乐的笑容却洋溢

在他们的脸上，就如歌词所唱“一个一个

梦飞出了天窗”。

这是静兰小学跳绳队训练时的日常

一幕，他们正在备战今年秋季学期柳州

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跳绳比赛，以及全

国跳绳比赛总决赛选拔。近年来，这所原

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学，因为跳绳运动而

出圈。在今年 6月举办的 2023 年全国跳

绳联赛（广西北海站），静兰小学获得 12
金 27银 4铜的好成绩。过去的两年中，这

所学校不断在市级、自治区级，乃至全国

的跳绳比赛中争金夺银，甚至有学生获

得代表中国跳绳队参加亚洲锦标赛的资

格，创造广西跳绳运动的历史。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所城郊小

学没有运动的氛围，没有专业的教练，没

有先进的设备，唯一的体育老师还要兼

上数学课，是什么让这所学校短短几年

在跳绳运动上取得突破的呢？

一所学校不能没有歌
声、汗水和色彩

“整个学校好像都是一种‘软绵绵、

不自信’的样子，班上‘小驼背’‘小眼

镜’‘小胖墩’很多，孩子们到了学校，就

闷在教室里学习。”2014 年 4 月，杨柳被

调到静兰小学担任校长，尽管之前有心

理准备，但学校的情况仍让她吃了一

惊：全校 6个班 299名学生，只有一名体

育老师，甚至没有专职的音乐和美术老

师。临近“六一”儿童节，对全校学生调

查后发现，299 名学生中只有一个女孩

子学过舞蹈，全校都很难凑出一个像样

的节目。

“一所学校不能没有歌声、汗水和

色彩，有了这些，一所学校才有自己的

精气神。”这位刚刚上任的校长认识到

其他问题只是表象，她的首要任务是为

学校铸魂。

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没法在短时间

解决，杨柳便想到求助柳州市青少年宫。

每周都把少年宫的音乐、美术、体育等特

长老师请到校园，用流动少年宫的形式，

给孩子们上公益兴趣课。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静兰

小学通过外聘专业教师开办起了科技、

体育、艺术三大类共计 30多个不同的社

团班级，让学生自由选择。

其中，最具特色的项目当属跳绳。起

初，学校也尝试过武术、篮球等体育项

目，但经过比较，大家觉得跳绳是最符合

这所学校学生特点的运动项目。“这里的

学生大多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跳绳学

起来比较容易，一根跳绳只需要六七元，

而且对场地要求不高，我们学校的设施

也完全可以支持。”杨柳说，跳绳属于一

个综合性的体育项目，可以发展孩子的

灵敏、协调、速度等身体素质，跳绳练好

了，再去学习三大球、田径等项目，也会

打下很好的基础。

现在在静兰小学，每天早上大课间

的半个小时是属于跳绳的，下课铃一响，

同学们就会拿起跳绳兴冲冲地跑向操

场，课间的跳绳不是“干跳”，而是在音乐

声中，全校师生踏着节拍齐练跳绳操。每

周 4节体育课的开课 5分钟，跳绳也是学

生们必修的项目。周五的课后服务，入选

跳绳队的同学还会在校外专业老师指导

下训练。

从倒数第一到第一

2019年 11月，静兰小学的学生经过一

段时间的跳绳训练后，迎来了柳州市城中

区举办的第一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大家

自信满满地去参赛，结果却在全区排名倒

数第一。

“付出了这么多却是这样的结果，真是

不争气。”静兰小学体育教师罗杨说，当他

准备放弃时，柳州市体育教研员周文伟的一

句话敲醒了他——“小学生不是先喜欢上这

个运动项目，而是先喜欢并崇拜老师，希望

得到老师的认可，才会全心投入去练。”

复盘之后，他不再抱怨孩子们，因为他

想到，“拿最简单的跳绳器械来说，当时别

的学校参赛学生都是用的竹节绳、钢丝绳，

我们的队员用的却是棉绳，客观限制了他

们的竞技速度”。

那段时间，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线下

的交流培训被暂停，罗杨就通过线上视频

的方式，参加广东、上海的一些跳绳教学培

训课，跟优秀的教师和教练交流如何去训

练，搜集国内外一流团队的训练视频，研究

和模仿他们的姿势技巧。遇到不懂的地方，

罗杨马上请教他所在的柳州市文惠教育集

团体育团队，备好课后，还会邀请他们来听

课指导，不断改进。

看到每天早早来校练习跳绳的学生，

罗杨为队员们制订了一日三练的训练计

划。风雨中、烈日下总能看到他带着学生不

懈锻炼的身影。大到动作姿势、小到动作的

分解，他都手把手地教。看到老师的付出，

孩子们的喜欢，家长在家里也积极按照老

师的要求配合打卡训练。每个周末晚上，老

师会组织孩子们在车库练习，“没有出成

绩，我们也不好意思占着学校的体育馆进

行训练。”罗杨说，那段时间跳绳队憋着口

气“默默训练、悄悄拔尖”。

2021年 6月，凭着一股拼劲，罗杨用瘦了

10斤的代价，换来了他在柳州市教师技能大

赛中脱颖而出，成为静兰小学历史上第一位

在柳州市小学青年教师技能比赛中获得一等

奖的体育老师。“让学生真正爱上跳绳，我必须

先成为他们的榜样，很高兴我做到了”。

2021 年，柳州市第二届跳绳比赛，静

兰小学成了最大的黑马，拿到了团体总分

第一名的好成绩。在 2022年全国跳绳联赛

线上分站赛中，静兰小学跳绳队斩获 22
金、11银、10铜共 43枚奖牌，刘筱渲、莫玉

娴两名学生通过层层选拔，入围了亚洲跳

绳锦标赛的国内选拔赛。

“传递战绳”，让体育塑造人

如今，在静兰小学一年级新生的欢迎

仪式上，有个“传递战绳”的环节，那些全

国跳绳冠军使用过的“战绳”被传递到新

生手上，新生和家长一同甩绳越过。“我们

通过这个有仪式感的环节，让学生了解学

校跳绳队从倒数第一到第一名的奋斗故

事，记住这根跳绳代表的不怕困难的精

神。”杨柳说。

在杨柳看来，学校这几年发展跳绳运

动，除了取得一系列竞赛成绩的突破，通过

体育运动强健学生体魄，磨炼学生意志，帮

助学生远离抑郁，塑造乐观积极的精神面

貌是更大的收获。

刚开始，这项运动在学校开展时也遇

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语数等主科教师觉

得，练习跳绳占用了学生的学习时间，会影

响成绩，甚至有班主任因为时间上的冲突

向校领导投诉。有的学生按照教练要求回

家练习，家长也不理解，花这么多时间在这

种“没有用”的东西上，这个体育老师的热

情是不是有点过了。

“搞基础教育，如果只盯着语数外几门

课程的分数，未来的路是走不远的。”杨柳

表示，在体育运动中锻炼出来的品质，是可

以迁移到学习中的。比如孩子在解一道数

学题，中间想放弃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在跳

绳中磨炼出来的意志就会告诉他，再坚持

一下，你一定能做出来。而且跳绳运动可训

练人的手脚协同配合、心口协同计数，对于

孩子的全脑开发、智力发展大有裨益。这些

年，静兰小学体质监测数据和学业成绩的

稳步提升也证明了这一点，慢慢地，老师们

也就理解了。

罗杨常常会跟学生强调，不是说搞体

育就可以称王称霸，就可以不写作业，跳绳

队的队员“绳要跳得棒，功课要学得好，意

志品德也要佳”。

加入跳绳队后，陈璐瑶明显感受到自

己的变化。曾经的她只是静兰小学学生中

极为普通的一个，个子不高，没有兴趣爱

好，成绩中下游，老师甚至叫不出她的名

字，直到她开始接触跳绳。

“7 点起床时间不够我就 6 点半起床，

我知道我很优秀，只要够努力就一定可

以。”陈璐瑶说，运动使她变得自信，她开始

主动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在同学面前演

讲，每次学习遇到困难时，她都会想起参加

跳绳训练时的自己。

“一定可以”的坚定信念让她很快脱颖

而出，全国 30 秒单摇跳绳比赛第三名，广

西 3 分钟单摇跳绳比赛第一名，柳州市 30
秒单摇跳绳比赛第一名，柳州市 30秒间隔

交叉跳绳比赛第一名，伴随着体育赛事的

不断突破，她的学习成绩也在稳步提高。四

年级时，陈璐瑶从中下游考到班级前十，五

年级时她稳定在年级前十，进入六年级后，

她冲到了年级第一。

“这几年的执教生涯，让我看到了体育

真的能塑造一个人。”罗杨说，刚开始训练

时，他一心想着孩子们一定要跳得更快，要

拿成绩，要为校争光。但如今，他认识到体

育更应该成为塑造孩子的一种手段，而不

是目的，“我们最终是为了让孩子成为一个

全面发展的人”。

默默训练悄悄拔尖

跳绳，让这所城郊小学发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牟昊琨 杨逸凡
实习生 滕昭宇

西安蓝田县九间房镇

九间房村金银花田里最近

一片繁忙。每到金银花采摘

时节，王伟灏总是习惯到田

间地头走走。对九间房村村

民来说，王伟灏就是致富路

上的带头人。

“以前，这里的老百姓靠

种烤烟和庄稼维持生活，但

土地的产出效益一年不如一

年，村民只能外出打工讨生

活，九间房村一度成为‘空壳

村’，土地也都撂荒了。”九间

房村是出了名的穷村。2016
年 6 月，王伟灏从西安城投

集团被选派到九间房村任驻

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

没人、没钱、没产业、没

有良好的土地条件，面对这

个“四无之地”，王伟灏犯了

难。他在几年的时间里，曾多

次带领驻村工作队给村里寻

找致富产业，先后尝试过种

植黑土豆、花生、金丝贡菊等

农作物，但由于九间房村山

高坡陡，土地瘠薄，要么是亩

产能不够，要么是作物品质

不高，导致“一方水土难养一

方人”。

“怎么办？认命吗？”带着

最后一点希望，王伟灏试着

到蒲城县、商洛市等地考察

后发现，金银花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极强且根系繁密发

达，对土壤的要求也较低，山

坡、梯田、堤坝、山丘，即使土地贫瘠，也可以

栽种金银花。

考察结束后，王伟灏便挨家挨户走访。

“想，怎么不想，问题是这个真能挣钱？”“我

想种，但怕亏。”“一斤能卖多少钱，种出来谁

收？”……走访过程中，村民们提出众多问题。

“我也能理解，想让马儿跑还要给马儿吃

草呢，乡亲们光听我们说，看不到成效，心里不

安，肯定不愿意和咱们干。”王伟灏说。

为了让父老乡亲相信金银花产业有前

景，王伟灏一咬牙，租了两辆大巴车组织村民

去山东考察。回来后，他便给村民发放金银花

苗，村民种金银花的，每亩补贴 150 元，连续

补贴 3年……在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的同

时，遇到实在困难的老乡，他就默默自掏腰包

帮忙买农具，让村民看到更直观的效益，打消

心中疑虑。

就这样，王伟灏带着工作队的同事开始

了试点工作。他白天在村里的金银花产业园

区与志愿试点的村民一起种金银花，晚上打

着手电筒在地里值班，一干就是十几个小

时，整整 3 个月，没有一天休假。金银花地

里，多年的荒坡地硬得像石头，为了带动起

大家的干劲，王伟灏以身作则，用铁镐一口

气砸了上百个树坑，手上虎口处被震得流血，

大家受到感染，终于抢着农时将 1.6万株金银

花全部种完。

第二年，金银花种植试点的收益比预期

还要高不少。村民尝到甜头后，便纷纷找到王

伟灏，学习种金银花，“第一次栽种首先注意

窝距、行距，要松土、盖湿土、浇水……”“空

壳”的村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一业带动多业兴。如今，九间房村除了从

基地种植到生产加工、销售配送、独立运营的

金银花帮扶产业全产业链，他们还在积极探

索“现代产业示范园+消费互助基金+共享农

旅经济”创新模式，逐步将现有产业从“一产”

往“二三产”转移提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近年来，九间房村的名气也越来越响，前

来“取经”的人更多了。截至目前，村里已累计

销售金银花相关产品 700 余万元，向群众发

放劳务工资 200 余万元，并带动周边 4 个村

400 余户村民实现增收，解决农村上万名富

余劳动力就业。

花开时节，香飘四野，昔日的荒山成了真

正的金山银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建设性新闻工作坊成员刘蘅仪对此文亦有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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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往上走，村民往回走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增收致
富之本，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资源。如何壮大村
集体经济、进一步发挥土地效益，是每个村子
在面临乡村振兴这一课题时必须思考的。王
伟灏用实践做笔，书写了一份用金银花致富
的新答卷。

如今，乡村振兴的故事仍在九间房村继
续着，接下来，建设文化广场、发展金银花加
工业、打造农村特色休闲旅游路线……都将
一步步实现。借助产业发展，村民“钱袋子”鼓
了，幸福指数涨了，越来越多在外务工的村民
愿意回来了。

如果问九间房村的村民，近些年来村里
变化有多大？他们会笑着给你说一个真实的
故事：一个几年未回家的在外务工青年，路过
家门口却没认出来，往前走到了另一个村。

无锡经开区团
工委始终牢记为党
和人民奋斗的初心
使命，坚持党的领
导，心系青年，投身
民族复兴。每年举
办“创青春”无锡青
年创新创业大赛，
构建新型创业服务
平台；联合无锡市

内多家高校和企业共同打造“‘经’思
细研”政产学研路线，搭建青年互学互
访的交流平台，创优人才服务载体，
打通政企校地连接路径；多点建设

“苏青驿站”，助力青年人才加速融入
经开区，打造“一见倾心·‘缘’来是
你”青年人才联谊项目，关注青年动
态，全力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无锡
经开区团工委将继续保持初心，做好
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
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不断创新，引
领经开青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挺膺担当，奋楫笃
行，以青春昂扬的面貌向着党指引的
方向阔步前行！

时 代 呼 唤 青
年，奋斗成就未来。
盘州市双凤镇团委
将积极发挥 基 层
团组织深入青年
身边优势，探索更
多倾听青年声音
的渠道，鼓励青年
主动为经济社会
发展建言献策；主
动搭台，为青年人

搭建成长的平台、展示的舞台，帮助
和支持广大青年成长。作为一名基
层团干部，我将身体力行，以实际行
动当好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
的热心人。

贵州省盘州市双凤镇

团委副书记 邱欣萍

无锡经开区团工委

书记 朱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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