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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文娱

继去年10月推出首季周末美育课堂

以来，竹笛等热门课程几秒钟内名额一抢

而空，一位奶奶带着孙子对美育课堂负责

人陶欣说：“去年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像在拍‘沪牌’一样。”

美育课堂开课的消息不胫而走，陶欣

在办公室已经接了多个咨询电话，他自己

都没想到：“我们还没发布，大家是怎么知

道的？”昨天，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办

好了固定电话通话转移，确保周末用手机

也能接听市民咨询电话。

今年，周末美育课堂向全市进行了拓

展和扩容，分别在浦东、静安、闵行、嘉定、

金山、奉贤六区七个教学点开课。本次春

季班共开设39门课程，其中总校22门课、

各区教学点17门课。

课程中，成人班和少儿班12次课程均

为800元，更有一大一小一起入学的亲子

班，仅需1200元。公益的价格享受到的

是超乎想象的师资团队，《花样跳绳启

蒙》请来的老师是全国花样跳绳冠军、

花样跳绳一级裁判员、教练员王晶；亲

子班《传统书画装裱与修复》请来的是

裱画大师、原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首席裱画师何张发；《声乐启蒙》（高阶

班）的老师是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副团

长、国家一级演员黄轶群……

陶欣自己也是一名奶爸，他发

现，有时候送孩子去参加艺术培训，

门外连坐的位子都没有。在上一季

少儿国学班门外，他碰到不少家长询

问，老师讲得太好了，自己能不能也

一起坐进去听一听，付费意愿很强

烈。于是，有了这一季的亲子班《国

学通识与美育启蒙入门》，这门课，

将有9位大学教授轮番开讲。

群艺馆周末美育课堂
28日开抢“沪牌”

和爸妈当同学啦 上
海
大
剧
院
新
演
出
季
引
发
的
思
考

拿
什
么
留
住
你
，我
的
观
众
？

课堂首创亲子班

在聚焦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立足海

派文化也是美育课堂的一大特点。群艺馆

总校开出了《沪语成人启蒙教学100句》

《囡囡沪语儿歌古诗诵读》《上海说唱和沪

语》三门沪语课，临港和闵行分校也开出了

《囡囡沪语儿歌古诗诵读》课。

此次沪语课堂的授课老师来自上海大

学语言学教授丁迪蒙的团队。在开课前，

为了测试课堂效果，丁迪蒙邀请了群艺馆

职工和子女上了一堂沪语课，并编写了配

套的成人和少儿沪语教材。讲师团中，还

有为上海轨交16号线、17号线进行沪语报

站的沪语播音员牛美华。

在南汇新城，滴水湖畔的临港美术馆

将开设《囡囡沪语儿歌古诗诵读》。群艺馆

培训部主任徐皓在前期踩点过程中发现，

临港的青年人才和莘莘学子对于沪语学习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很多新上海人希望通

过语言去融入上海，因而，群艺馆也尽量安

排了家住浦东的沪语老师前往临港为孩子

们上课。

市群艺馆馆长吴鹏宏感慨，

市民夜校和美育课堂的影响力越

来越广，很多名家和机构在受到

邀请后一口答应，也不乏主动请

缨者。教授《上海说唱和沪语》

的上海滑稽剧团演员陈思清，便

是主动举手。这一季课程里，

她将带着6到10岁的孩子们学

习上海说唱《金陵塔》。

而在奉贤的真静传统木作

博物馆，青少年将可以身临其

境学习“中国的乐高”——木

艺制作。12次亲子课程中，家

长可以带着孩子一同体验榫

卯的智慧，学习制作木梳、木

凳等小物件。此外，竹笛、戏

曲表演等课程预计也将受到

家长热捧。

本报记者 赵玥

沪语非遗大力推

在技能뿆벼
的方캻째춸生믮的
推时듺，怎풺튪퓵
众쇴힡맛훚，为캪
一쿂人쏇生믮的튻
分럖？上海气怎풺
探솽쓪살不뛏첽
索和뎢쫔，界뷧、越
层、圈좦……昨
日，上海气怎풺랢
布2022春쿄퇝出
季，是싛是“秀퇝
秀탣”是是“人웸
款뿮”，目샅싺쒿
的닋品中뺡是“推
念쓮”。

在퇫的春췭
气放맢닊的人웸
品욷《只듋쟠싌》
演뛈上퇝；000多
的的《亭떤춤》创
推퇝틯；用뻙룙폃
《人볤쪧룱》中的
掉솦퇝틯햪뗴“流
量”的뇪잩；而“隐
列쾵쇐”推推《燕
来살 · 今人맅샖
会》将폃传统맅쟺
和맅뗤쪫컄듲퓬
的쳽体퇩的“游
春图”。

你是否也曾体会

过，送孩子去上课，自

己却只能站在门外玩

手机的尴尬？今天，上

海市群艺馆正式推出

2022周末美育课堂春

季课程，39门课程预

计招生1000余人次，

不少课程同时对家长

和孩子开放，比如中

式点心制作、传统书

画装裱、非遗木艺制

作等。2月28日上午

10时，春季课程将在

群艺馆官方微信号上

启动招生报名。

■ 往期群艺馆的活动总是受到家长和孩子的追捧

“无可替代”留住目光
随着《只此青绿》登陆央视春晚，

“青绿风”再度升级席卷全国，而其实早

在去年，上海大剧院就“先人一步”看到

了此剧的价值和潜力，邀得“青绿”献

演。4月，该剧二轮亮相，开票便秒

空。大剧院工作团队小伙伴更是直接

将“青绿爱莫能助”的对话框晒在各自

社交账号的公屏上。

在原创新品中挖掘“潜力股”，在流量新

人中发现“启明星”，这是上海大剧院吸粉的

密码。去年，即便仍难摆脱疫情的影响，但

上海大剧院共完成线下各类演出季活动

577场，其中演出类419场，观众31万人次，

收获过亿票房，基本回到2019年的巅峰状

态。而最新观众调研报告显示，会员增长达

20%，21岁到40岁的观众接近65%，成为主

力观众群体。

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说：“如今剧场要

带给观众的演出不仅是经典、创新、跨界、融

合，最要紧的是‘无可替代’。你可以在B站

模仿‘青绿腰’，反复观看春晚《只此青绿》的

片段，但如果要结合舞美灯光，在‘千里江山

图’中沉浸一晚，你就得来剧院。和你喜爱

的人和艺术，面对面、共呼吸。”

年轻视角 创新演绎
一部《浮生六记》，将传统昆曲的古典之

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将古代文人的理想

生活呈现于舞台。在微博、豆瓣上，年轻人

写长长的点评来诉说对这部剧的喜爱，也

道出了不满足之处。张笑丁感到，年轻观

众比我们想象的成熟、通透、具有文学修

养，他们的视野更国际。她说：“在我为《人

世间》动容、流泪的同时，也开始关注00后

的女儿在为什么欢喜，为什么流泪。”因此，

大剧院也尝试从90后、00后的视角重新审

视所选剧目。

在新演出季中，新成立的上海大剧院创制中

心频频出现，中心聚焦经典之作的创新演绎——

“全男班”的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让世界经典

名著借音乐剧的流行密码再现；中英艺术家携手打

造的舞台剧版《弗兰肯斯坦》，尼克 ·迪尔担任编剧，

环球莎士比亚剧院前任艺术总监多米尼克 ·德罗姆

古尔执导，舞蹈家王亚彬主演。不仅于此，《牡丹亭》

也有新解读，这一次要从柳梦梅的视角来诉说这个

凭“至情至性”的爱冲破生死循环的梦。

开辟空间 留住人心
让剧场成为城市会客厅，人们艺术生活的延伸，

已是当下的共识。A+艺术空间、NewBox小剧场，上

海大剧院拥有的这两处演艺新空间在今年2022春夏

演出季中逐步显露出差异化运营特色。

包含咖啡厅、艺术商店、亲子阅读馆、长廊展区的

A+艺术空间已然是都市人艺术与生活的交汇之地。在

这里，定期开展的艺术市集、讲座、工作坊、亲自阅读、

美术展等面向市民的文艺活动，为观众和游客提供了综

合化的文旅服务。

除成立创制中心之外，上海大剧院“大西杨”计划也

已成型，即市中心的上海大剧院、位于杨浦今春3月开幕

的YOUNG剧场和徐汇滨江2023年秋开幕的上海西岸大

剧院，三者将在统合演艺资源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运营，

在同城同时段，三座剧院推出同一主题艺术季，这是上海

大剧院输出剧院运营管理服务开拓的新版图。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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