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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诗比赛是一堂兼具思
想性、文化性与趣味性的艺术思
政课，深度融合歌、舞、诗等元
素，引导学生通过‘歌之咏之、舞
之蹈之’传递和表达丰富而热烈
的情感，在艺术氛围中体悟心灵
之声，将爱国爱乡的情怀内化于
心。”恩平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
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梁素贞介
绍，本次歌舞诗大赛参赛面广、
阵容强大，来自全市46所学校
的1939名学生参赛，共同打造
了一场滋养精神的美育盛宴。

舞台上，46个节目轮番上
演。各所学校紧扣“中国梦·恩
州情”主题，精心设计舞台，用心
搭配演员的服饰妆容与表演道
具，将“歌、舞、诗”元素串联、交
融在一起。各个节目的创作题
材可以说是“接地气、冒热气”：
既有对烧饼、濑粉、簕菜等恩平
特色美食与恩平茶坑石雕刻技
艺、恩平裹粽制作技艺、簕菜茶
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介绍，也有对锦江河、七星坑自
然保护区、响水龙潭等恩平自然
资源的赞美，更有对恩平本土历
史文化、航空文化、华侨文化、红
色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诠释
与讴歌……1939名恩州学子站
在聚光灯下，落落大方、自信从
容地展示家乡文化，深情表达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信心与决心。

“今后，恐无人得知古恩州
匠人之巧手，不识茶坑奇石之
美。”“不慕往，不闵来，恩匠精神
来日将有志士传承，此乃炎黄子
孙生生不息之根源！”节目《石韵
匠心·梦启恩州》中，恩平市华侨
中学学生以恩平茶坑石雕刻技
艺为创作题材，讲述了一代代恩
州匠人以匠心赋予茶坑石全新
的艺术生命，使之成为“恩州奇
石”的故事，告诉大家，在新时
代，青少年更要传承恩州匠人的
匠心，以匠心雕刻中国梦。

“走近恩州文物，感受古老
时光，欢迎来到恩平博物馆。”节
目《少年咏志 礼赞恩州》中，恩
平市成德小学学生穿上华丽的

“文物”造型服饰，通过精美的背
景视频与道具，带领观众开启

“千年之旅”，穿越“时光隧道”，
探寻恩平文明脉络，领略恩平文
化的魅力。

《锦江弄潮，未来我来》节目
中，恩平市第一中学（大槐校区）
的歌者和朗诵者用豪迈且富有
激情的嗓音阐述中国梦未来可
期，舞者则化身恩州的弄潮儿，
用极富张力的肢体语言演绎出
锦江的磅礴大气，意为在梦想的
星辰大海中乘风破浪，在实现中
国梦的道路上慷慨前行。

节目《家乡绘新景，强国有
少年》中，那吉镇中心小学学生
融入了说唱形式，展现家乡日新
月异的变化，将新时代少年的朝
气蓬勃展露无遗，把红领巾的光
荣与梦想化作对祖国、对家乡最
深沉的热爱，在歌舞中描绘未
来。

舞台上，青少年们倾情演绎
“中国梦·恩州情”，让观众深受
感动。“每一个节目的主题都很
鲜明，演出水平非常高。最让我
感到惊喜的是，大家把恩平的文
化名片亮出来了，展现了新时代
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恩平分
公司总经理吴兆勇在现场观看
演出后表示，本次比赛对增强学
生的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邀
请蓬江音乐名师担任专业评
委。他们不仅对节目进行专业、
公平、公正的评分，也为赛事举
办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进
一步加强“蓬—恩”教育协作交
流，擦亮“蓬恩教育对话”品牌。
江门市范罗冈小学校长肖兴波
对本次歌舞诗大赛给予了很高
评价。他表示，整场比赛组织有
序，每一个节目都精心设计，歌
舞诗元素贯穿于情境之中，亮点
纷呈。肖兴波还建议恩平各校
继续用好诗歌，陶冶学生性情，
提高学生的文化审美。

舞台上表演者的光芒，
折射出整个团队的付出和努
力。

据了解，这是恩平市教
育局第三次举办歌舞诗比
赛，无论是办赛水平还是演
出水准，较此前都有了很大
提升。“无论是赛事的统筹、
组织、推进，还是舞台的灯
光、音响、设计，今年都有了
很大提升，节目水平更是有
了质的飞跃。”恩平市教育局
德育与安全股负责人谭留珠
说。她坦言，从学生的演绎
中，她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据了解，为了给学生搭好展
示才艺的舞台，恩平市教育
局筹备了将近四个月时间，
通过召开全市性的比赛筹备
会议、专项工作推进会议，力
求为学生打造最完美的舞
台。

为了唱好这出戏，恩平
各所学校也铆足了劲。

那吉镇中心小学地处偏
远，办学条件、师资配备方
面都与城区学校存在一定
差距，然而这一次，该校的
节目脱颖而出，名列前茅。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回忆起筹备节目的点点滴
滴，那吉镇中心小学校长冯
英华仍然心潮澎湃。冯英
华表示，乡村学生平时缺少
参加大型演出的经验，上台
时难免露怯。冯英华努力
争取，让学生在比赛开始
前，在那吉镇腊鸭菜心节、
省实江门学校教育集团庆
元旦活动上登台演出，帮助
学生积累舞台经验。“参加
歌舞诗比赛当天，学生们在
舞台上满脸自信、豪情满
怀。”那吉镇中心小学副校
长夏婉桦说。

“为了背景视频里的一
张图，我们反复调整了一个
晚上，就是为了呈现最好的
舞台效果。”恩平市成德小学
校长梁柳燕说。据了解，为
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演绎对
家乡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该
校辅导团队专门到恩平市博
物馆实地参观，深入了解源
远流长的恩州文明，再以讲
故事的形式将节目要表达的
文化内涵渗透到小演员的心
里。最终，小演员们不负期
待，惟妙惟肖的演绎赢得了
满堂喝彩。

来自恩平市第一中学
（大槐校区）的学生丁达鸿在
《锦江弄潮，未来我来》中扮
演了一名时代弄潮儿，他极
具张力的舞姿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印象。“我时常和学生
说，你们要表现出铁血男儿
的力量感！”节目指导老师林
英南说。她和学生一道，反
复排练、反复调整，在这个过
程中，她看到了学生们的蝶
变，这让她深感欣慰。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
次比赛中，还衍生了不少原
创文艺作品，让人眼前一
亮、记忆犹新。“天未光，起
早床，睇见簕菜心怒放。你
来搦，我来装，两抓三抓鲗
鱼汤。”在恩平市实验小学
的节目《我的中国梦，恩州
情》中，学生们一边拿着簸
箕“摘簕菜”，一边以恩平方
言唱着童谣《搦簕菜》。这
首原创恩平童谣出自恩平
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岑
运洪之手，他用平实又接地
气的话语描绘了一个充满
生活气息的场景，让人倍感
亲切。“我是恩州奇石，我生
于恩州，我跨越山海，为你
而来；我是恩州奇石，我梦
萦恩州，我穿过岁月，为你
而来……”恩平市华侨中
学音乐教师、恩平市音乐
家协会会长李小凡的原
创歌曲《为你而来》将
茶坑石从一块石头变
为“恩州奇石”的故事
娓娓道来，展现恩州
工匠精神。

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以美
育浸润学生，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审美
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丰富
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方能让学生身心更加愉
悦、活力更加彰显、人格更加健全。

“思政课+歌舞诗”，正是一次探索“艺术
思政”大课堂的“恩平实践”。

“如何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梁素贞认为，为学须先
立志，树人首在立德，只有把思政课教育的基础
打好了，才能保证教育不走样、不走偏。讲一百
遍爱国爱乡，不如一次亲身体验。于是，便有了
这次“中国梦·恩州情”中小学歌舞诗比赛，通过
美育达到启智润心、培根铸魂的目的。

来自珠海市斗门区城南学校的音乐教师
陈燕瑛去年8月到恩平市东成中学支教。在
这次比赛中，她主动担任起该校节目的指导
老师，在排练节目的同时，带领学生体验艺
术带来的精神富足。“乡镇孩子和城区孩子
的区别从来不在于学习能力，而在于眼
界。他们没有过多地接受艺术熏陶，所
以起步稍晚，而这次比赛是他们接受美
育的一次机会。”在节目设计中，陈燕瑛
把重点聚焦在“恩州情”，采用了大量
恩平本土元素，确定轻松活泼的总基
调，通过顺口溜的形式向外界推介恩
平风貌。陈燕瑛说：“孩子们在比赛
当天都发挥得很好，我在他们朝气
蓬勃的脸上看到了文化自信。”

恩平市第一中学学生冯莉桦
在《年华铮铮如歌行》中深情朗诵
百年学宫薪火相传的故事。走
下舞台后，她的心情仍久久不
能平复。“历史是厚重的，我们
作为新时代青年，应该肩负起
传承历史、弘扬文化的重要
使命。”冯莉桦说。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在节目《中国梦·
丰收梦》中，恩城街道办
事处第四小学的诗歌
朗诵者吴锦仪感情充
沛、感染力强，收获了
阵阵掌声。她表示，
在一次次的节目排
练中，自己对“中国
梦·丰收梦”的理
解愈发深刻，明
白美好的未来必
须靠自己的双
手打拼。

爱 国 爱
乡的种子，正
牢牢扎根在
学生心里，
亟 待 发
芽、茁壮
成长。

恩平市华侨中恩平市华侨中
学表演节目学表演节目《《石韵石韵
匠心匠心··梦启恩州梦启恩州》。》。

恩平市第一中学表演节目恩平市第一中学表演节目《《年华铮铮如歌行年华铮铮如歌行》。》。

恩平市实验小恩平市实验小
学表演节目学表演节目《《我的中我的中
国梦国梦，，恩州情恩州情》。》。

恩平市成德小学表演节恩平市成德小学表演节
目目《《少年咏志少年咏志 礼赞恩州礼赞恩州》。》。

“强国有我，未来我
来！”1月4日至5日，2023年“电

信杯”恩平市“中国梦·恩州情”中小学歌
舞诗比赛在恩平市职教中心礼堂举行。全市

46所学校轮番登台，紧扣“中国梦·恩州情”主
题，通过“声乐+舞蹈+诗朗诵”的形式，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爱国爱乡情怀。舞台上，学子
们倾情演绎，献上了一场艺术与精神的盛宴；舞台下，
观众们凝神观赏，感受节目带来的心灵震撼。

新年伊始，恩平市教育局以一场歌舞诗大赛，让
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的种子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
根发芽，打造艺术思政课教学的“恩平实践”，恩
平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在恩州学子嘹亮
的歌声、优美的舞姿以及饱含激情的诗

歌朗诵中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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