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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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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课的上海音乐学院社会教育学

院教师陈慧还记得，第一节课光教

“啊”的发音就教了一堂课。“所

有孩子只能发出一个调，他们不明

白什么是升调和降调。”

陈慧告诉《新民周刊》，教听

障孩子与大学生完全不同，听障孩

子连讲一句话都要中断几次，因此

没有捷径和方法可走，只能一个调

一个调地仔细“抠”，反复播放音乐，

配合升起、降下的手势进行发音指

导。比如，有的学生音高天生很好，

从一两个音拓展，模仿练习，三四

次就有调了；而有些孩子资质弱一

点，就要多鼓励，打好基础。

两年来，孩子们身上有了很大

改变。康复中心老师李敏提供的一张

第三方机构统计表显示，康复中心

幼儿园大班幼儿的社会适应总分平均

67.05分，比均值50分高出了17.05分，

数据表明，大班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

水平明显领先于同龄幼儿。

合唱配合下的听力咬字、呼吸

功能、口齿清晰度的康复训练也颇

有成效。李永勤回忆，当时小班插

班生李文辰（化名），是个遗传性

听障孩子，父辈祖辈都是听障，由

于父母发现得晚，送来时，孩子的

亮的星。” 一个普通工作日，记者

来到位于临沂北路 265 号的上海市

聋儿康复中心，康复科教师李永勤

告诉《新民周刊》，来到这里的孩子，

生下来就患有不同程度的听力缺陷，

程度严重的，连 120 分贝飞机起飞

的声音也听不见。

有人做过实验，依照现有的技

术，没有任何一款助听仪器能够真

实还原现实世界的声音，人工耳蜗

仿真音效听到的声音嘈杂，音乐旋

律也会受到干扰。“很多孩子连说

话都说不利索，可想而知，能唱出

一首完整的歌曲，还要合唱，有多

难。”李永勤说。

2018 年底，一次偶然的契机，

上海音乐学院社会教育学院副院长袁

玥赟接触到了这群孩子，当时康复中

心老师的一句话令她动容：“如果音

乐学院的老师，愿意教我们就好了。”

袁院长当即决定要做这件事，让音乐

的种子在这群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袁院长综合了许多音乐家的建

议，最终从几大声乐中，选择了合唱。

一方面孩子们在一起，可以多听、

多看、多观察；另一方面，合唱可

以锻炼孩子的团队合作和耐力；更

重要的是锻炼口部肌肉的运动能力，

调节音准音色，有效配合孩子康复。

“学唱歌和技能不是我们的初衷，

合唱的过程，正是培养孩子身心健

康的过程。”

很快，温凯蓝和陈慧两名老师，

经过严苛的选拔，以立德树人的标

准，成为了这群特殊孩子们的合唱

老师。2019 年初，合唱团排练正式

开始，双方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

“第一次排练，说实话有点崩

溃。你一个音弹下去，孩子们都在

乱唱。” 在这间声乐幼儿教室，刚

能力水平明显低于同龄人，心理方

面也不够自信，和老师对话时，文

辰的眼神总是很闪躲。

直到加入合唱团，小姑娘性格

比以前开朗自信了许多，连舞蹈队

也是 C 位领舞。同样改变的还有小

谢，汇演当天，小谢妈妈坐在台下

激动又欣慰，她说，小谢每周三合

唱日，都会自己准备鞋子和衣服，

日子都记得牢牢的。“不管孩子唱

得怎么样，我都一直夸奖他，孩子

的劲头更足了。”

袁院长认为，对于蜗牛宝宝们

来说，敢于开口，站在台上就是胜利。

接下来，学院将总结两年来的教学

经验，结合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开

发一套课程体系和一套匹配的教材。

金牌作词人甘世佳，也专门为

“蜗牛宝宝合唱团”写了一首团歌

《“蜗牛”的远方》，歌词中这样

写道：“我从没听过新苗的破土声，

依然歌唱十里春风，我从没听过山

的呼啸声，依然努力向上攀登……”

沪语唱唐诗，又嗲又糯又甜

相比较蜗牛宝宝合唱团的兴趣

普及，有着 25 年悠久历

史的福山外国语合唱团，

走的是更加专业和创新

的道路。

这是一所位于上海

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的

外国语小学，校园背后就

是金茂大厦、上海中心，

作为一所有“国际理解教

育”特色的学校，孩子

们演唱各国语言的歌曲

可以说张嘴就能来。2019

小众合唱团，
在魔都也有春天

下图：福山外国语小

学合唱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