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上午，沉寂了许久
的瑜音阁里迎来了 2020 年
首批观众，他们并非资深戏
迷，也不是京剧爱好者，而是
刚刚开始认字的小朋友。“瑜
音社”拿来款待他们的是最
新创作的“微京剧”《坐井观
天》，短短 28分钟的表演，让
小观众在理解成语的同时，
感受到京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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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11汇文 体

做最好自己就是赢
每年上海市运会都设有艺术体操项目，

比赛前一晚，陈亦周总是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幼儿园到小学，陈亦周是长宁区业余体校
的“老”队员了，获得过不少荣誉，即便如此，

她在比赛前还是会想着争胜、想着完美，偶
尔也会因为比赛中的一个失误而落泪。陈爸

爸看到了孩子的成长，“孩子在比赛中，学会

承担压力。”但陈爸爸不希望孩子背负太大
的压力，他希望女儿能享受体育快乐的那一

面，他总是这样鼓励道：“做到最好的自己，
就是胜利。”

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陈亦周被业余体
校的教练挑中参加试训。一周两三次的训

练，以快乐体操为主，老师还会给孩子经常
准备一些巧克力糖果作为小奖品，跟课外

兴趣班差不多。每周去训练，成了陈亦周课
余最盼望的事，在那里，有很多小姐姐、小

妹妹等着她。陈爸爸感慨，“现在独生子女
集体训练会很有劲头。训练和比赛中，谁失
误了、谁摔倒了，她们

都会齐心协力安慰、
帮助，孩子的集体主

义观念在体育

运动中形成。”

由内而外散发自信
艺术体操美则美矣，但给人高冷的感

觉。近几年，艺术体操走近普通家庭，俱乐部

的兴起让更多孩子一圆“地毯芭蕾梦”。
第一次带女儿佳佳参加一场业余赛事，

潘女士发现，孩子们并不都是教练眼中“手
长脚长”的苗子，相反，其中不乏一些微胖女

孩。但换上漂亮的体操服，每个孩子的自信

都由内而外散发。
对大多数家长来说，让孩子学艺术体

操，更多是培养一种体育技能、提升艺术修
养、完善身体形态。“我们家女儿其实柔韧性

一般，身材也不是特别高挑，送她去练艺术
体操的初衷，是希望培养点气质。但三年练

下来，我们觉得，她学会了用乐观的心态面
对生活，周围长辈都说她很阳光、很自信。”

潘女士还记得，女儿五岁时转呼啦圈已
经能转几百个圈了。进小学后，体育课上教

呼啦圈，佳佳一下惊到了老师。“女儿 4岁
时，我们就将她送到了俱乐部，一开始她也

会掉眼泪，觉得很苦。但现在，她特别积极，
因为从中感受到了很大的乐趣。”

潘女士在培养孩子方面和丈夫有共同
的观点：现在的孩子从小都是“温室里的花

朵”，所以应当让他们从小学会吃苦、面对困
难。“女儿刚出生时，我们就规划好了，她将

来的课外活动，必须学一个体育项目，我们

坚信，体育育人。” 本报记者 陶邢莹

    疫情下， 少儿体育培训此前按下了暂

停键。 但佳佳的父母发现，女儿在这三个月
里练艺术体操进步很大。 原来，佳佳所在的

业余俱乐部安排了线上小班视频教学，孩
子对着电脑屏幕、根据老师指导，每天练一

小时，佳佳的兴趣很高涨。

前阵子上网课，不少家长表示，必须陪

在孩子边上监督。 佳佳妈妈潘女士倒是很

欣慰，佳佳只有 7岁，但她脑子里已经“有根
筋”了，知道几点到几点要干什么，甚至网

课结束后，她还主动加练。

有人认为， 练过艺术体操的女孩子在
人群中一眼就认得出来， 除了身材

挺拔、 腿比

较长外，她们的气质仪态也和一般女生不太

一样。 但实际上，一个女孩子的气质不可能
在一个夜晚养成，艺术体操这个项目也特别

“耗”时间。

练基本功固然枯燥， 但 11岁的陈亦周

已经学会了独自面对困难， 学会了时间管
理。 疫情期间，教练给孩子们布置居家训练

任务，卷腹、拉韧带、跳绳等。陈爸爸笑言，几
乎不用监督女儿，她早已养成了自律的训练

习惯，每晚临睡前还有一项固定动作———踢
腿。女儿告诉他，一周不练，就觉得浑身上下

不舒服。

舞出花样年
华

跳艺术体操
塑造的不只

是体形

学会自我管理

28分钟演完故事
《坐井观天》是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的成语故事，故事虽

说不复杂，但考虑到孩子注意力有限，被浓缩于 28分钟内，
既要把道理讲明白，还要包含京剧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的

程式化表演之美。剧中 5个角色以 4个行当来演绎，跳脱的
小青蛙用了武丑，小鸟和蚌精都是花旦，海鳖爷爷唱老生，而

小猴子运用的是武生表演。除了海鳖爷爷念的是韵白，其他
角色都是京白，保证小朋友在听得懂的同时，也能感受京剧

念白的韵味。

原本主创们最担心的“孩子们能否看懂”的问题，得到让
人心安的反馈，全场最小的五龄童维克多这样理解：“这就是

告诉我们，天到底有多大的故事！”他最喜欢一身翠绿的小青
蛙，胖乎乎的却格外活络，小朋友说：“青蛙跳的样子真是太

像了。”此外，全新制作的服装在传统京剧戏服上添加童趣，
也让女孩子们稀罕不已，她们顶顶喜欢的小鸟，穿的是湛蓝

色镶银边的羽衣，翅膀展开俏皮可爱，头上白色小鸟的冠饰
栩栩如生。

演员都是小老师
今日前来观看“微京剧”的大都是来自“瑜音社”此前定

点教学的合作学校。台上演绎小鸟、小猴子、蚌精的也是平时

站在课堂上的老师，这让很多孩子们倍感亲切。
宋梓豪不过就 20岁出头，自戏校毕业就选择把讲台当

作舞台，温和内敛的性格让他面对台下那一帮调皮捣蛋的
“小猴子”特别有耐心，不急不躁和他们“斗智斗勇”。看到这

次老师在台上成了上蹿下跳的“小猴子”，孩子们格外给面
子：“宋老师演小猴子，也是温柔的猴子。”而王珮瑜告诉大

家，宋老师原本学的就是斯斯文文的小生，为了演这个戏临
时改学的武生，所以谁说孩子们不懂行呢？

长相俏丽的王雨盼和常馨月，也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京

剧小老师，只是化了妆、贴了片子又穿上戏服的她们，让学生
们有点不敢认，“这也太好看了吧！”不少女孩子说：“平时虽

然老师也会教我们京剧怎么化妆啊，贴片子啊，但都不如这

样全套装扮来得好看。”日常迷恋迪士尼卡通片中艾尔莎公
主的小女孩们纷纷决定，下节课一定要让老师把这身行头带

来课堂，让她们也过过瘾。

让孩子接受京剧
推出“微京剧”，王珮瑜带着“瑜音社”的小伙伴们足足筹

备了半年多，关键难点在选材。虽说早将目标聚焦于小学课

本中的成语故事，但成语那么多，要找通俗易懂又能用京剧

来表现却不容易。经过几轮筛选，现在初步选出了包括《坐井
观天》《自相矛盾》《曹冲称象》《鹬蚌相争》等故事性强又有表

演空间的。
在王珮瑜看来，普及京剧的手法也应当升级换代，单纯

地去给孩子们演些热闹的猴戏或是静态的导赏，已经过时，
未来京剧人要考虑的是如何让京剧更接地气，“我们用什么

样的京剧作品深入生活？既好看好听又寓教于乐。”推出“微
京剧”，看懂只是第一步，让他们接受京剧，就像接触电影、动

漫那样稀疏平常，才算真的融入生活。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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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与孩子们互动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