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需“点单”，艺校破圈

3月 18日上午 8时 58分，松阳县望松
街道望松村村民金家兰和丈夫紧盯着手
机屏幕上的报名表。

“5、4、3……”随着倒计时归零，急促
的点击声此起彼伏。“少儿语言表演班没
抢到！”金家兰话音刚落，身旁的丈夫欢
呼：“太极班抢到了！”她赶紧切换到非洲
鼓课程，直至看到“报名成功”的弹窗，才
终于松了口气。“要不是每人限报一门，我
真想把热门课都学个遍，现在抢课越来越
需要‘拼手速’了。”这是她第三次报名，特
意拉上丈夫一起“组队”学习，感受“竞赛”
的乐趣。

作为村里的广场舞爱好者，金家兰对
“乡村艺校”并不陌生。去年 5月首期课程
启动时，松阳县文化馆选派专业教师开设
抖音热舞、八段锦、瑜伽等免费课程，她第
一时间报了抖音热舞班。“老师指导大家
学习舞蹈动作，比跟着视频学带劲多了，
每次跳完都浑身畅快！”她笑着说。如今，
她不仅学会了爵士舞，还花 200 多元购置
了非洲鼓，在击打节奏中感受音乐的魅
力。

望松街道文化员俞晓告诉记者，首期
课程的火爆程度远超预期：原定每班 20
人的课程，因“蹭课”村民不断加入，最终
扩容至三四十人，学员有“90 后”，也有

“60 后”。以第一期抖音热舞课为例，因
报名人数爆满，授课时不得不在王村文化
礼堂增设分课堂，以满足村民的学习需
求。

为何“乡村艺校”如此火爆？核心在
于“以村民为中心”的课程设计——学什
么、怎么学，都由村民“点单”决定。前期，
驻村干部深入各村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
例如针对望松街道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较
多的情况，今年特别增设少儿书法、语言
表演班等课程。数据显示，报名通道开启
不到 15分钟，所有名额便被抢空，其中新
增的少儿班课程仅 2分钟就满员，刷新了
抢课纪录。

目前，“松 young 艺起学——乡村艺
校”已开办至第三期，覆盖范围从最初的
望松街道扩展到古市镇、西屏街道，课程
种类从最初的 3门增至 7门，吸引了 405人
报名，授课人数超过 3000 人次，成为乡村
文化生活的新亮点，也为村民打开了通往
艺术的大门。

优教乐学，圈粉村民

书法教室里，老师耐心指导“头正身
直、握笔自然”的要领；声乐课堂上，学员
们专注于寻找正确的发声位置；器乐教学
中，鼓点的高低变化在击打位置的讲解中
变得明确可控……“乡村艺校”的流动课
堂里，探索美的步履不停。

在古市镇，由老电影院改造的综合文
化站成了村民的“精神家园”。每天傍晚，
文化站外广场上《人间烟火》的旋律随晚
风飘扬，舞蹈学员们踩着节奏旋转伞面，
伞花绽放间尽显专业训练的韵味。“她们
太热情了，65岁的大姐上完 90分钟的课，
还追着我问动作的细节，脸上满是兴奋的
表情。”舞蹈老师阙晓华感慨道。

61 岁的应素珺是古市镇综合文化站
的管理员，也是舞蹈队的领队。她指着墙
上的奖牌和奖杯告诉记者，舞蹈队成员大
多从 10多年前开始习舞，过去学习全靠网
络视频，大家对着手机一帧一帧地模仿动
作，常常为一个细节争论不休，舞蹈的规
范性和艺术表现力总是难以提升。

现在，乡村艺校的专业老师带来了系
统教学：藏族舞蹈的肩颈韵律，扇舞的手
腕发力技巧，伞舞的队形编排……“就拿
伞舞来说，老师教我们‘提伞时要像托着
一盏灯，眼神要跟着伞花走’，就这一个小
小的细节，让我们的舞蹈有了灵魂。”

阙晓华的备课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
“定制方案”——面对古市镇有广场舞基
础的中老年学员，选用古典舞和中国舞来
细化动作细节；对于望松街道的“零基础”
年轻学员，则选用《上春山》等热门舞曲，
让大家体验不同舞曲风格的魅力。这种

“精准教学”让舞蹈班的学员如潮水般涌
入，原定 30人的舞蹈班，每堂课都挤满了
四五十人，甚至有村民骑着电动车，从 10
公里外的村庄赶来“蹭课”。

在二楼的声乐教室里，68岁的宋昌兴
正反复听着自己录制的《我爱你中国》。
曾因用嗓不当而频繁沙哑的他，如今掌握
了胸腔共鸣技巧和气息运用：“老师让我
们手叉腰感受肚子的起伏，原来高音不是
靠嗓子‘喊’，是用气流‘顶’上来的。”培训
班从基础发声训练入手，系统教授呼吸控
制、共鸣腔体运用等专业技巧，还引入简
谱识读课程，让“跟唱半生”的村民第一次
看懂了乐谱。

为了确保学习质量，乡村艺校实行了

严格的考勤制度：三次旷课就必须停报一
年。但出乎意料的是，这项制度反而激发
了学员的积极性：“比上班还准时，生怕错
过一节课。”应素珺笑着翻开签到本，密密
麻麻的签名见证了乡村艺校的吸引力。

舞台绽放，艺术生花

去年 8月 23日，在望松街道望松村文
化礼堂外广场上，一声嘹亮的“我家住在
黄土高坡”划破夜空，金家兰与“同学们”
踩着《黄土高坡》《中国红》的动感节奏激
情起舞。这场融合夜市开市的文艺会演，
成为乡村艺校学员的“首秀”。

4 个月后的古市镇文化汇演现场，应
素珺执扇轻舞，带领舞蹈队演绎婉约的

《烟雨唱扬州》。曾在声乐课上互相纠正
咬字的宋昌兴与搭档，此刻站在舞台中
央，以专业唱腔诠释《掌声响起来》，成为
村民眼中的“明星学员”。

“每期培训结业，我们都会在文化礼
堂搭建舞台，让村民展示所学、分享成
果。在艺校中表现突出的学员，还会被推
荐参与各类赛事。”松阳县文化馆副馆长
程银卿说。

从抖音热舞到古典舞，从合唱曲目到
器乐合奏，学员们把课堂所学转化为鲜活
的艺术表达，更重要的是，这种“看得见摸
得着”的展示，让村民真切感受到艺术带来
的改变：过去是“我来看演出”，现在是“我
要上舞台”，越来越多人主动加入艺校，形
成“以演促学、以学带演”的良性循环。

舞台之外，艺术之花早已在乡村四处
绽放。每天上午9时，古市镇歌友会准时开
练；周末傍晚，宋昌兴和歌友拉着音箱到文
化广场、大桥等空旷场地表演，《茉莉花》等
经典曲目常引得过往群众驻足，有人跟着
节奏拍手，有人接过话筒合唱，在互动中感
受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他的演唱视频在
抖音上收获了数千次点赞，乡村之歌因此
传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而金家兰不仅因习
舞变得自信，还带着小儿子金依陌一同学
艺，母子俩在家中练习舞蹈的场景，成为艺
术浸润日常生活的温馨注脚。

从田间地头到艺术课堂，从自学摸索
到专业提升，松阳的乡村艺校正重塑村民
对艺术的认知。在这里，艺术不再是遥不
可及的阳春白雪，而是融入日常的欢声笑
语，是村民们踮起脚尖就能触到的诗和远
方，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艺术的微
光。

在松阳乡村，一场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双
向奔赴正在上演。

曾几何时，艺术教育是横亘在城乡之间
的隐形鸿沟，专业课程往往止步于城市文化
馆，村民只能通过手机视频模仿动作，或在广
场上自娱自乐。但松阳的“乡村艺校”不按牌
理出牌，以“村民点单”为核心，将选择权交到
百姓手中：从抖音热舞到古典扇舞，从少儿书
法到声乐训练，村民的需求被精准捕捉。这
种“按需定制”不仅让课程场场爆满，更折射
出乡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深层渴望。

专业教学的深度介入，让乡村艺术实现
了质的飞跃。68岁的宋昌兴在声乐课上第一
次看懂五线谱，学会用胸腔共鸣替代声嘶力
竭的“喊唱”；古市镇舞蹈队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通过细节打磨让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这些转变，不仅是技艺的精进，也是审美
意识的觉醒、艺术素养的提升。

更令人欣喜的是，艺术带来的改变溢出
了课堂。在古市镇文化中心，舞蹈队用优美
的舞姿诠释着不同舞蹈的独特韵味；宋昌兴
和歌友们在文化广场的即兴演唱，让经典旋
律成为连接邻里的纽带；金家兰带着儿子在
家练舞的视频，则展现了艺术已浸润人们的
日常生活。在结业会演上，村民从观众席走
上舞台，这种身份转变生动诠释了文化主体
性的重建——他们不再是文化的被动接受
者，而是乡村美学的创造者与传播者。

当艺术教育突破地域限制，当美育资源
通向各个村落，松阳城乡之间的文化壁垒正
在被逐渐打破。这生动地证明了，乡村振兴
之路上，不仅需要产业的丰收，也需要让艺术
的种子在乡土深处生根发芽。

让更多艺术种子
扎根乡村

本报记者 管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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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young艺起学——乡村艺校”是一次不按常理出牌的尝试。
除了教授舞蹈与音乐，它还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松阳乡村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模式。
在田间地头，农民白天弯腰劳作、驾驶农机，夜晚则在灯光下转身成为歌手、舞者。他们的身份

不再单一，因为在艺术课堂里，有着无数的“另一种可能”。
艺术走进村庄，走进每个家庭，从人们手中的锄头到舞台上的麦克风，从宁静的田野到缤纷的

舞台，打破了地域与文化限制的“乡村艺校”，没有高墙，也没有门槛。

村民在成果展现场表演太极

非洲鼓课程

抖音热舞课程

“松young艺起学”望松乡村艺校培训班成果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