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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学校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给老师能提供

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比如老师可以参评高校

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称资格。第二次是

2007 年，学校接受了北京市教委的评估。这

一次给我带来的感受就更加明显了，硬件不断

提升，教学流程更加规范。

2011 年，新教学楼建成，多媒体设备越

来越完善，文化课的教学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

变。我们之前就是黑板粉笔，多媒体使我们的

教学更多元化了，效果也更好了。

记者：学生们在这10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乐娟：最明显的变化是学生越来越不好教，

原来电子产品没有这么多。现在，我们上课的

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学生——把你们所有的电子

产品都收起来。另外，学生见识越来越广，知

识量也越来越丰富。有的孩子已经具有了独立

思考的能力，你讲的内容跟他知道的不一样，

他就会质疑。

记者：除了教学，公共教学部还做了哪些

工作？

乐娟：除教学工作以外，我们会组织开展一

些与学习有关的教学活动。比如在2013～ 2014

学年度，公共教学部策划组织了“中专生综合知

识争霸赛”，类似于《中国成语大会》或《汉字

英雄》那种形式。中专每个系选出一个代表队，

知识面分别涉及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

及政治，题型分为选答和必答。我们提前一个月

把复习题范围发给同学们，同学们的积极性很高，

经常会看到他们热烈地讨论，并且向老师询问答

案的正确性。正式比赛那天，气氛非常热烈，最

后连楼道里都站满了人。民舞系和京剧表演系

分别获得前两名。活动最终的效果比我们想象

的要好，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会经常组织。

针对大专学生，我们举办了“英语歌曲大赛”，

18个选手参加。大家都是全情投入准备自己要

演唱的歌曲。在活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些孩

子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表现欲，这些活动可以帮

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发掘潜能。

张泉灵作为毕业生代表在北大讲座的时候，

曾说，北大给学生提供了很多舞台和机会，不仅

仅是课堂上，更重要的是在课堂之外的，那么多

的选修课，让她清楚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们的想法也是如此，孩子平时也许并不知道自

己的优势在哪儿，但学校提供了这么多学习机会，

他才有可能找到自己兴趣所在。当然，这一切都

建立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上。

记者：最后，请谈谈未来的工作计划和想法。

乐娟：两方面：一个是科学研究，一个是

教学教研。在教学上，我们每个月定期召开研

讨会进行教研活动。教学研究集中在教材、教

法研究。在科研方面，老师们可以结合自身专

业，拓展学术研究。目前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很

大，我们每年可以申报教育部、社科院、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等相关的项目，老师可以结合自

己的专业及研究方向申请项目。

2013 年，我申报了教育部的语料学项目，

志在将前沿的计算机技术和京剧做一个结合，

志在实现京剧语料的采集，搭建一个基于语义

推理的京剧知识问答系统。目前，项目雏形已

经完成，可以回答一些与京剧领域相关的基本

问题。比如，贵妃醉酒的主要角色有哪些？《三

娘教子》中有哪些京剧行当？这个项目完成后，

我们将会放置在学校的官网上，老师、学生以

及京剧爱好者都可以使用。

( 编辑·韩 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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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廉靖宇出生在北京海淀区一个

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熏陶在戏曲艺术的氛围

里，廉靖宇很小就喜欢上了京剧、评剧、梆子、

豫剧、黄梅戏、晋剧等戏曲，还有评书、相声、

大鼓、快板、快书等曲艺……很多人会奇怪他

为什么没有走上专业之路，他却说：“我更愿

意把这些当作一种爱好。”

从北京市第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廉靖宇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进入了海淀区的名校中关村

三小。名校的教师工作辛苦而繁重，他说：“别

人总说教师收取家长的礼物如何如何，但是在

三小的 6年告诉我，那绝对是个别现象。从事

教育这么多年，我始终感谢当初在三小工作时

魔鬼般的训练。虽然苦，但是这种苦是一种力量，

为我后来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1 年，CCTV 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京剧演

员电视大奖赛。廉靖宇看了以后感慨万千。他

一方面惊叹于选手们优秀的专业表现，一方面

感慨这些专业演员在综合素质测试上的巨大缺

陷。当天晚上，廉靖宇失眠了。他连夜给当时

北戏的孙毓敏校长写了毛遂自荐的长信。他说：

“我并不认识孙校长，我就是想试试看。一来，

我可以继续教书，二来，我可以圆自己喜爱戏

曲的梦。”一个月后，廉靖宇接到了北戏的电

话，顺利通过了面试、试讲。当年的 9 月，他

成了北戏的一员。

教师，就应该像变形金刚一样
——记公共教学部廉靖宇老师

文 / 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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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

文化课对于艺术生来说就是素质教育，是

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在艺术院校教文化课，

与在普通学校教文化课有什么样的不同？

对此，廉靖宇说：“作为一名教师，特别

是基础教育的教师，我个人认为，在教学上不

求在知识上教得有多深、多高，而是应该尽量

在知识面上拓宽学生的视野。” 在北京戏校

教书，要想教好可并不简单，想要在课堂上取

得好的成果，教师需要培养自己多方面的技能。

在课堂以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更需要根据学

生不同的专业因材施教。

多年来对于音乐、戏曲的广泛爱好，为廉

靖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他与艺术生之间没

有了鸿沟，更方便他因材施教。廉靖宇所教授

的班级很多，有京剧班、昆曲班、评剧班、梆

子班、音乐班、舞蹈班……针对不同的班级所

学的专业特点，廉靖宇设计了他独特的教学模

式——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找到传授的知识与

学生们专业知识的契合点，有针对性地设计教

学课程。

而在教学的知识储备上，廉靖宇不仅仅依

靠他多年的艺术底蕴，更是利用生活中的每一

分每一秒吸收着不同领域的信息。当时，每天

早上坐公交车、地铁的时候，他会留神观察周

围的信息，再将观察、倾听来的信息，整合成

一段新闻或者一段故事，在课堂上随机地讲述

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也丰富

了课堂的知识。又或者将广播里的一些相声段

子、“感动中国”这类节目中的生动故事捕捉来，

在课堂上换成生活当中的事例，讲给学生听。

他说：“如果你讲述一个媒体里报道的英雄事

迹，学生们会觉得枯燥不感兴趣，但是如果将

这些内容及生活中的典型事例套进幽默的故事

里，借用评书和相声的表现手法传递给学生，

学生就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同时那又是实

实在在的真实的东西，会让学生更容易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

目前所有艺术类院校所教授的教材并不是

针对专业学生设计的。教案中所要求的重点与

非重点并不一定适合专业院校的学生。对此，

廉靖宇说：“教材改变不了，我们该怎么在教

学上进行筛选分类？有些篇目，教学大纲上是

作为阅读或自读不讲的，但是非常适合我们的

学生，那么我就拿过来，作为精讲。有些课文

没什么意思，虽然大纲要求是必学的，孩子们

听不进去，我们不能删掉，那就提纲似的让学

生了解一下。

“几篇不同的课文——如《音乐巨人贝多

芬》《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观舞记》，怎么

分配这几篇课文？我不能按照教材统一要求

的，这个是精讲的，那个是略读的，那个是自

读的来教授。音乐班的同学当然会对《音乐巨

人贝多芬》更感兴趣，那么我就将这篇课文针

对音乐班拿出来去进行设计。在舞蹈班，我就

把《观舞记》拿出来，针对舞蹈班同学的接受能

力，从兴趣出发精讲这篇文章。和学生所学的专

业沾边挂钩的课文，对于专业学习真的是有好处。

比如学音乐的同学，从小可能更专注于音节、音

律这些死的东西，而对他所演奏的作品如何理解，

作者情况，包括创作的背景是怎样的，很多都不

了解。如果能够在文化课上抓住它并讲透，不在

于讲授完以后学生的专业技术能有多大的精进，

而在于把他们的视野打开了。

“我的教学就是将学生的兴趣点发掘出

来，放到自己的教学里面，尽可能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有些课文，学生们一看就有厌烦

心理，但是其实对他们的文化素质培养是必须

的，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去教。初一初二的课文

中涉及的古文并不多，篇幅也不长。写景的文

言文很上口，叙事故事的文言文情节很抓人。

我绝不浪费这些知识，甚至为了讲明白而不惜

花费三四课时的时间。等学完问学生，文言文

好玩吗？学生常常说，有时文言文比现代文还

好玩。这是因为文言文所在的年代离现在比较远，

有想象的空间。孩子们更喜欢了解当时作者的情

况，对于时代的背景特别感兴趣。我的理念就是

不要一节课上满堂灌，而是做到一课一得。一节

课只有45分钟，你不可能每一分钟都扣住他。

每一节课如果能让学生熟练掌握一个知识点，一

个学期下来，那数目是可观的。”

真情真爱

廉靖宇说：“教师需要有一颗博爱之心。”

对于学生来说，廉靖宇既是教师更是朋友。

他说：“我与我的学生首先是师生关系，其次

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第三是朋友关系。我不

介意把我的电话号码或者微信留给学生。因为

有的时候孩子当面不好意思跟你讲，却愿意在

空闲的时间给你发信息、微博留言来袒露心声。

这是好事，师生之间需要这种沟通，所以我愿

意跟学生建立多种关系。普校有时会讲好学生

坏学生这个概念，而在我们北戏却从来没有这

个概念。孩子们都需要爱。学生们进入北戏也

就是十岁左右的样子，相当于我们的孩子，爱

是第一位的。学生再调皮捣蛋，毕竟是孩子。

做教师要用真心对待。学生取得好成绩，为他

高兴、为他鼓掌；当他犯了错误，为他痛心难

过；当他上专业课受伤的时候，为他揪心。我

的学生生病了，我会隔三岔五地发个信息或者

留个语音给他。对于孩子来说，得到父母的关

心，他觉得是天经地义的，而得到老师的关心，

这是父母之外的人，又是他所尊敬之人的问候

和关心，真的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廉靖宇除了教授年级的语文课以外，还教

授初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弟子规》课程。“我

反对‘泛国学’，动辄拿传统文化说事。传统

文化里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弟子规》中‘卧

冰求鲤’之类就不合适现在。 但是如‘孝感天’

里讲述的舜的故事就非常有意义。但是又不能

按照过去的思维去讲述，而是应该有新的侧重

点。第一年教的时候，就有学生问：‘他爹和

后妈那么害他，他还对他们那么好，这也太愚

了吧？’第二年我就将侧重点转移了，不再放

在愚忠愚孝上，而是放在趣味上。比如修谷仓

那段，最后舜戴了两顶斗笠滑翔下来，我就跟

学生说，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滑翔记录。学生

一听就很感兴趣。挖井那段也是，重点讲述舜

修了U形通道逃生。这里既让学生们知道了孝，

也告诉了学生们不能愚孝，坐以待毙，需要用

聪明智慧逃生。”

在讲述《弟子规》课程的时候，廉靖宇认

为不仅仅需要讲内容，更需要亲身示范。《弟

子规》是一种行为规范，最终应该落实在行为

上。这就需要老师身体力行。有时，一天课下

来很累，他也会想倚着课桌歇歇，但是他会马

上提醒自己这不符合《弟子规》中的行为准则。

在课堂之外的行动上亦要如此。一段时间下来，

他发现，学了《弟子规》的学生们再遇到老师时，

会非常真心地与老师打招呼问好了，也会更多

地考虑他人的感受了。虽然半学期的课并不会

就此改变什么，但是学总比不学强得多。“教

育者要有信心、有耐心，不能急功近利，不能

看不到成果，就说算了吧。”教师是需要能够

坚守信念的群体。

廉靖宇说：“教师应该像变形金刚一样，

要不停变换自己的角色。在课堂上时而眉飞色

舞、时而手舞足蹈、时而严肃凝重、时而饱含

深情。教师不要自己难为情，只有自己忘我投

入，才能吸引学生的思路跟你走。一旦被学生

看出你不是真心实意，那任凭你再说什么，在

学生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多年来，廉靖宇的课堂总是生动而愉悦的。

“我们的学生每天很早起来，上午练功，中午

加课，非常辛苦。下午上文化课的时候，如果

课堂平淡无吸引力，孩子们恐怕早就睡得叫都

叫不起来了。”平淡的话语却有着温暖的关怀，

教师廉靖宇，有着一颗对学生无私的爱心。

“我们的学校领导很重视学生的文化课，

始终坚持艺术生不能让‘没文化’拖了后腿的

理念。而我们公共教学部更是一个难得的团结

的积极进取的团队。在这里，像我这样对教育

饱含深情的老师还有很多。每当学生有演出，

我们很多老师都会马上订票。当学生们看到台

下他们的文化老师为他们加油，会进一步拉近

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一次我们的学生演出，老

师们特意为他们准备了鲜花献上台去，当时学

生感动得不得了。而学生们也会在课堂上用行

动点滴地表达对教师的感恩，这种细小的关怀

同样也会感动我们。”

廉靖宇说他自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在

我看来，他是一个认真负责、充满激情、无比

热爱教师职业的人。

他说：“不管有多累，只要上课铃一响，

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只要一站到课堂上，马

上精神就来了。讲台是一个舞台，而我是一个

有着表演欲的教师。”

( 编辑·韩 旭 )

  hanxu71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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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

文化课对于艺术生来说就是素质教育，是

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在艺术院校教文化课，

与在普通学校教文化课有什么样的不同？

对此，廉靖宇说：“作为一名教师，特别

是基础教育的教师，我个人认为，在教学上不

求在知识上教得有多深、多高，而是应该尽量

在知识面上拓宽学生的视野。” 在北京戏校

教书，要想教好可并不简单，想要在课堂上取

得好的成果，教师需要培养自己多方面的技能。

在课堂以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更需要根据学

生不同的专业因材施教。

多年来对于音乐、戏曲的广泛爱好，为廉

靖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他与艺术生之间没

有了鸿沟，更方便他因材施教。廉靖宇所教授

的班级很多，有京剧班、昆曲班、评剧班、梆

子班、音乐班、舞蹈班……针对不同的班级所

学的专业特点，廉靖宇设计了他独特的教学模

式——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找到传授的知识与

学生们专业知识的契合点，有针对性地设计教

学课程。

而在教学的知识储备上，廉靖宇不仅仅依

靠他多年的艺术底蕴，更是利用生活中的每一

分每一秒吸收着不同领域的信息。当时，每天

早上坐公交车、地铁的时候，他会留神观察周

围的信息，再将观察、倾听来的信息，整合成

一段新闻或者一段故事，在课堂上随机地讲述

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也丰富

了课堂的知识。又或者将广播里的一些相声段

子、“感动中国”这类节目中的生动故事捕捉来，

在课堂上换成生活当中的事例，讲给学生听。

他说：“如果你讲述一个媒体里报道的英雄事

迹，学生们会觉得枯燥不感兴趣，但是如果将

这些内容及生活中的典型事例套进幽默的故事

里，借用评书和相声的表现手法传递给学生，

学生就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同时那又是实

实在在的真实的东西，会让学生更容易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

目前所有艺术类院校所教授的教材并不是

针对专业学生设计的。教案中所要求的重点与

非重点并不一定适合专业院校的学生。对此，

廉靖宇说：“教材改变不了，我们该怎么在教

学上进行筛选分类？有些篇目，教学大纲上是

作为阅读或自读不讲的，但是非常适合我们的

学生，那么我就拿过来，作为精讲。有些课文

没什么意思，虽然大纲要求是必学的，孩子们

听不进去，我们不能删掉，那就提纲似的让学

生了解一下。

“几篇不同的课文——如《音乐巨人贝多

芬》《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观舞记》，怎么

分配这几篇课文？我不能按照教材统一要求

的，这个是精讲的，那个是略读的，那个是自

读的来教授。音乐班的同学当然会对《音乐巨

人贝多芬》更感兴趣，那么我就将这篇课文针

对音乐班拿出来去进行设计。在舞蹈班，我就

把《观舞记》拿出来，针对舞蹈班同学的接受能

力，从兴趣出发精讲这篇文章。和学生所学的专

业沾边挂钩的课文，对于专业学习真的是有好处。

比如学音乐的同学，从小可能更专注于音节、音

律这些死的东西，而对他所演奏的作品如何理解，

作者情况，包括创作的背景是怎样的，很多都不

了解。如果能够在文化课上抓住它并讲透，不在

于讲授完以后学生的专业技术能有多大的精进，

而在于把他们的视野打开了。

“我的教学就是将学生的兴趣点发掘出

来，放到自己的教学里面，尽可能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有些课文，学生们一看就有厌烦

心理，但是其实对他们的文化素质培养是必须

的，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去教。初一初二的课文

中涉及的古文并不多，篇幅也不长。写景的文

言文很上口，叙事故事的文言文情节很抓人。

我绝不浪费这些知识，甚至为了讲明白而不惜

花费三四课时的时间。等学完问学生，文言文

好玩吗？学生常常说，有时文言文比现代文还

好玩。这是因为文言文所在的年代离现在比较远，

有想象的空间。孩子们更喜欢了解当时作者的情

况，对于时代的背景特别感兴趣。我的理念就是

不要一节课上满堂灌，而是做到一课一得。一节

课只有45分钟，你不可能每一分钟都扣住他。

每一节课如果能让学生熟练掌握一个知识点，一

个学期下来，那数目是可观的。”

真情真爱

廉靖宇说：“教师需要有一颗博爱之心。”

对于学生来说，廉靖宇既是教师更是朋友。

他说：“我与我的学生首先是师生关系，其次

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第三是朋友关系。我不

介意把我的电话号码或者微信留给学生。因为

有的时候孩子当面不好意思跟你讲，却愿意在

空闲的时间给你发信息、微博留言来袒露心声。

这是好事，师生之间需要这种沟通，所以我愿

意跟学生建立多种关系。普校有时会讲好学生

坏学生这个概念，而在我们北戏却从来没有这

个概念。孩子们都需要爱。学生们进入北戏也

就是十岁左右的样子，相当于我们的孩子，爱

是第一位的。学生再调皮捣蛋，毕竟是孩子。

做教师要用真心对待。学生取得好成绩，为他

高兴、为他鼓掌；当他犯了错误，为他痛心难

过；当他上专业课受伤的时候，为他揪心。我

的学生生病了，我会隔三岔五地发个信息或者

留个语音给他。对于孩子来说，得到父母的关

心，他觉得是天经地义的，而得到老师的关心，

这是父母之外的人，又是他所尊敬之人的问候

和关心，真的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廉靖宇除了教授年级的语文课以外，还教

授初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弟子规》课程。“我

反对‘泛国学’，动辄拿传统文化说事。传统

文化里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弟子规》中‘卧

冰求鲤’之类就不合适现在。 但是如‘孝感天’

里讲述的舜的故事就非常有意义。但是又不能

按照过去的思维去讲述，而是应该有新的侧重

点。第一年教的时候，就有学生问：‘他爹和

后妈那么害他，他还对他们那么好，这也太愚

了吧？’第二年我就将侧重点转移了，不再放

在愚忠愚孝上，而是放在趣味上。比如修谷仓

那段，最后舜戴了两顶斗笠滑翔下来，我就跟

学生说，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滑翔记录。学生

一听就很感兴趣。挖井那段也是，重点讲述舜

修了U形通道逃生。这里既让学生们知道了孝，

也告诉了学生们不能愚孝，坐以待毙，需要用

聪明智慧逃生。”

在讲述《弟子规》课程的时候，廉靖宇认

为不仅仅需要讲内容，更需要亲身示范。《弟

子规》是一种行为规范，最终应该落实在行为

上。这就需要老师身体力行。有时，一天课下

来很累，他也会想倚着课桌歇歇，但是他会马

上提醒自己这不符合《弟子规》中的行为准则。

在课堂之外的行动上亦要如此。一段时间下来，

他发现，学了《弟子规》的学生们再遇到老师时，

会非常真心地与老师打招呼问好了，也会更多

地考虑他人的感受了。虽然半学期的课并不会

就此改变什么，但是学总比不学强得多。“教

育者要有信心、有耐心，不能急功近利，不能

看不到成果，就说算了吧。”教师是需要能够

坚守信念的群体。

廉靖宇说：“教师应该像变形金刚一样，

要不停变换自己的角色。在课堂上时而眉飞色

舞、时而手舞足蹈、时而严肃凝重、时而饱含

深情。教师不要自己难为情，只有自己忘我投

入，才能吸引学生的思路跟你走。一旦被学生

看出你不是真心实意，那任凭你再说什么，在

学生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多年来，廉靖宇的课堂总是生动而愉悦的。

“我们的学生每天很早起来，上午练功，中午

加课，非常辛苦。下午上文化课的时候，如果

课堂平淡无吸引力，孩子们恐怕早就睡得叫都

叫不起来了。”平淡的话语却有着温暖的关怀，

教师廉靖宇，有着一颗对学生无私的爱心。

“我们的学校领导很重视学生的文化课，

始终坚持艺术生不能让‘没文化’拖了后腿的

理念。而我们公共教学部更是一个难得的团结

的积极进取的团队。在这里，像我这样对教育

饱含深情的老师还有很多。每当学生有演出，

我们很多老师都会马上订票。当学生们看到台

下他们的文化老师为他们加油，会进一步拉近

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一次我们的学生演出，老

师们特意为他们准备了鲜花献上台去，当时学

生感动得不得了。而学生们也会在课堂上用行

动点滴地表达对教师的感恩，这种细小的关怀

同样也会感动我们。”

廉靖宇说他自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在

我看来，他是一个认真负责、充满激情、无比

热爱教师职业的人。

他说：“不管有多累，只要上课铃一响，

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只要一站到课堂上，马

上精神就来了。讲台是一个舞台，而我是一个

有着表演欲的教师。”

( 编辑·韩 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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