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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曾经是个“朴素”又“宏大”的愿望

教育在线：“了解到您作为政协委员、校
长、教授、大提琴演奏家，身兼数职，在繁忙
的工作中是怎样的初心让您想去做一个联系京
港澳青少年的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

娜木拉：“1993年，我曾参加亚洲青年交
响乐团，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时至今
日，我与在那场活动中认识的来自日本、马来
西亚、泰国以及我国台湾的好朋友仍然保持着
联系，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活动给我
很大启发，我也想搭建一个用音乐交流的平
台，让不同成长环境的青年能够有机会借助音
乐相逢、相知。”

据了解，此届在澳门地区举办的京港澳青
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招募中曾涉及京、港、
澳三地157所学校万余名青少年，是一场“万
人关注、千人参与、百人乐团”的音乐盛宴。
然而把时间轴拨回10年前，这一切对彼时的娜
木拉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2014年，北京市教
委与香港教育局联动，30所香港地区的中学学
校有机会到北京进行交流学习，开展“北京音
乐文化探索之旅”活动。自此，较为常态化的
跨越京港澳三地的青年音乐互动活动逐渐
形成。

那时三地的音乐互动还是属于校际的，但
娜木拉始终保持每一场活动的高标准和高规
格。“做就一定要做高质量的、做公益的。要
让孩子们能通过这个活动受益终身。”每次跨
地跨校的音乐交流活动结束后，娜木拉总能收
到来自各地孩子们的感谢，看着孩子们告别时
依依不舍的身影，娜木拉不禁追问，如何把这
个在不同地区校际层面的成功交流经验做更高
层次的发展。这一切，在娜木拉成为北京市政
协委员后得以推动落地。

2020 年，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娜木
拉，在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后提交了以“用音乐
架起内地与港澳台青少年心灵沟通的‘桥
梁’”为主题的提案。2021年，在北京市相
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由北京
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主办、中央音乐学院附
中承办的首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
动得以成功举办。来自北京、香港、澳门的
90余名青少年参与到了这场为期9天的学习

交流活动中。
在记者与娜木拉的对话中，她选择用“朴

素”和“宏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词语形容她
组织开展这场跨越京港澳三地音乐艺术嘉年华
活动的动力。

这场“宏大”的音乐交流活动已经越来越
成规模，越来越有影响力，这的确是娜木拉曾
经的憧憬。但这一切的背后，也是她作为一名
政协委员和一个教育实践者、一位音乐人的

“朴素”初心。

挖掘音乐的育人特质

教育在线：“您认为音乐育人会发挥怎样
的特殊优势，在对三地青年的音乐感化过程中
又将迸发怎样的火花？”

娜木拉：“人类语言的尽头是音乐，音乐是
语言的灵魂，当你的语言不能去表达你的感情
时，音乐能够让人敞开心扉，音乐中还蕴藏着对
意志的修炼和价值观的升华。这一切都会让个体
更深刻地沉思，也能拉近与他人间的距离。”

从小在音乐的耳濡目染中，娜木拉体会到
了音乐中蕴藏着的人生百味。“每次听到《黄
河》这种经典歌曲，我们就一定会感到振奋；
听到《献给大海》，就会感觉像在大海的怀抱
里，温暖且自由。”

出生在音乐世家的娜木拉，想把音乐的这
无限魅力——带给人以真实又生动的体会与表
达，借助京港澳青少年音乐嘉年华这样的活
动，让成长于不同环境的青少年能共同体悟，
建立共鸣。

在娜木拉眼中，音乐能表达人的情感，其
本质原因在于音乐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
活。音乐凝结着人的思想，体现着群体共有的
价值观念及理想追求，是一种精神意识的升
华。“在音乐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它的
精神，要沿着音乐作品，向青少年讲其背后的
故事。”

作为一名深耕一线的音乐教育者，一名大
提琴家，娜木拉严格要求学生，也严格要求自
己。“音乐还可以修炼心性，是青年成长的营
养剂。”

一路前行，她不仅磨炼了高超的技艺，更
磨炼出了不惧挑战、乐于协作的品质，这也是
她着力开展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背后的价值追

求。“通过作曲家和指挥家的讲解，来自三地的
孩子们在一起合奏，就是一股绳，就是团结力量
最生动的呈现！”

与记者分享嘉年华开幕式的表演现场时，娜
木拉的语气欣喜又自豪——“一场跨越京港澳三
地的青少年音乐嘉年华活动，能让音乐背后蕴藏
的育人特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用音乐架起团结桥梁

教育在线：“您在京港澳音乐嘉年华的现
场，感受到了怎样的气氛？”

娜木拉：“这是一场饱含热情的音乐交流活
动，青年孩子们在合奏中感受乐曲背后蕴藏的温
情与感动，最重要的是青年们之间收获了友谊，
也更深刻地体悟到了团结的意义。”

采访中，娜木拉向记者分享了孩子们在嘉年
华开幕式演出后台的一段“随手记”视频——视
频中来自三地的孩子们青春活力，脸上都挂着轻
松的笑容，正不由自主地伴着前台演奏曲目，共
同高声合唱。镜头一转还有来自三地指导教师们
忙碌的身影，这一切自然又温暖。

据娜木拉介绍，本届音乐艺术嘉年华期间，
举办了多场公开课、专家课、名师讲座、交流音
乐会和开幕音乐会等艺术交流活动，同时，还组
织参加嘉年华的青少年们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名
人故居等。

在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青少年们了
解了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故事。在冼星海故居
青少年们更深刻体会到老一辈艺术家的爱国之
情，这对刚结束《保卫黄河》演奏的孩子们来
说，是一顿绝佳的精神美食。

谈到为何想要在音乐互动的基础上建立形
式类型多样的活动，娜木拉表示：“音乐背后有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希
望三地的孩子能够借助音乐以共同体会，形成
共鸣，在音乐架起的桥梁之上，彼此欣赏，建
立深厚友谊。”

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的徽标是第十
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指挥家余
隆设计的，由YMF （Youth Music Festi-
val） 3个字母组成，其中“Y”有着春芽般的形
状。娜木拉说：“三地的孩子们就如同春苗一
般，用音乐来灌溉，共同沐浴春风，享受阳光，
就一定能长成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履委员职 动音乐情 架团结桥
——记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背后的故事

本报见习记者 朱英杰

百年变局中，家庭文化也在巨变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疫情的
影响，我国的家庭及家庭文化亦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在日前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主
办的学术年会上，我国积极心理学的倡导
者和推动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彭凯平教授提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观点。

彭凯平教授团队曾做过一个面向我国
30万中小学生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三
年疫情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及家庭关系有
着巨大的冲击。

在调查过程中，彭凯平发现孩子们的
学习动机不如从前那么强烈，对家长、教
师等外部督促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此外，
孩子们的时间大多在网络世界中度过，因
而对真实世界兴味索然。在这样的生活背
景下，孩子们对社会交往也缺乏感受，普
遍认为自己社交能力不足，不喜欢与人说
话、交往，也不喜欢进行社会探索。

这些都是人类未曾有过的一些变化，
大量的室内生活让我们缺乏真实社会的交
往能力，甚至产生了生命无意义感，不知道
为什么而活着，进而引发了很多本不该有
的悲剧。这些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孩子身
上，很多家长因为自己生活工作的一些问
题，和孩子的交流也非常少，这必然会对
中国的社会家庭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中有一个影响是原子化”，彭凯平提
到，“每一个人都变成自己的个体，家里吃
饭的时候每个家庭成员都在看手机，都生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正常的家庭互动缺失
了，正常的社会活动也减少了。”

什么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能力

人工智能的出现也使得家庭教育的外
部环境发生了变化。2022年11月，Chat-
GPT的问世对教育的未来提出了新的挑
战。当人工智能的机器能够轻而易举地代
替人类完成工作时，我们不禁发问：如果人
工智能可以持续地帮我们做各种事情，那
么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彭凯平指出，“根
据最新的一个调查，几乎在所有的能力测
试中，ChatGPT 都超越了人类。无论是
GRE，还是高考、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法
律资格考试、会计资格考试、律师资格考
试、编程资格考试，所有这一切我们所擅长
的考试，机器往往都能打败人类。”

由此，彭凯平发问，“在一个人工智能的
机器时代，我们的孩子要如何保持自己的竞
争优势，才能让自己立足不败之地？人工智
能无法取代的究竟是什么？”事实上，这对所
有的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在彭凯平看来，
至少有9种能力是人工智能机器取代不了
的——同理心、道德意识、智慧、自控力、美
感、幸福感、意义感、形象思维、共鸣和召
唤。而这9种能力都根源于人类与生俱来
的三种竞争优势：审美（Aesthetic）、创造
力（Creative）和同理心（Empathic）。“知
道别人的感受，知道别人的欲望，知道别人
的行动倾向，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这种能力
机器取代不了，人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彭凯平指出，所谓审美，是一个人对自
然、社会和他人的美的感受能力。人的美感
是先天的，当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看到一个
美丽的画面、听到一段美丽的音乐时，他会
转头、关注、会表现出兴趣。而人工智能到
目前为止依旧需要根据人类的指示来实现
设计功能。而想象力、创造力是小朋友天生
具备的能力。人工智能必须根据人类过去
的经验来推算出最佳反应的最大概率，因
而是过去导向的，但我们人类却是未来导
向，我们总在憧憬未来，计划未来，谋略未
来。彭凯平教授团队的研究也发现很多这
样的例子：如果一个家庭喜欢谈论和畅想
未来，那么这个家庭的孩子将会比别的孩
子要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更加健康。

同理心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他人的关心
和关怀，“一个小朋友听到邻居家的小朋友
在哭，他会同情地哭，全班的孩子都在一起
哭；两岁半的孩子看见妈妈回家东张西望，
会主动问，妈妈你在找什么？这就是人类的
同理心的体现。”彭凯平举例说。

新时代家庭教育的重点

彭凯平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对家庭

教育的建议。“人类的美好生活一定包括积
极的体验、爱、有用感、价值感、服务感和
意愿，而这些都是机器取代不了的，也是人
类能够帮助彼此战胜心理创伤的重要手段。
人们在黑暗中徘徊，在冰火中挣扎，其实所
需要的不过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种善良的美
好的积极向上的互相帮助的力量。”

彭凯平认为，对于新时代的家庭而言，
教育最重要的方面是培养孩子的情商和沟通
能力。

彭凯平转述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古德曼
的结论指出，有四大杀手影响家庭关系，导
致很多家庭出问题，其一是互相指责、苛
求；其二是互相鄙视、彼此不尊重；其三是
争吵、喋喋不休地争论；其四是冷战、一言
不发。基于此，彭凯平建议：家庭教育一定
要让孩子学会积极、友善、有价值、创造性
的沟通。“这种沟通能力正是人类进化选择
出来的优势。更进一步说，对情商和沟通能
力的培养也是在培养孩子们互相帮助、互惠
互利的合作精神。”

此外，彭凯平认为家庭还需要培养孩子
的关键性思维能力、意义感和“家庭韧性”。

关键性思维能力是一种理性的、有逻
辑的、既质疑又包容的多元思维能力，这
样的思维方式能够让人想到不同的方面和
角度，对事情不是简单的二择一。彭凯平
认为，意义感并非一种伟大的抽象的崇高
的目标和追求，而是生活中渗透着禅意、
美意、善意的点点滴滴。“当一个人走到水
边，能想到‘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那就是意义感。”出于意义感的需要，家庭
教育应当帮助孩子发现积极的自我、维持
自尊、保护自己的自我效能，进而提高自
控能力。

所谓“家庭韧性”，是在挫折和磨难面
前，家庭仍能团结在一起互相帮衬、互相欣
赏，同时还能在压力之下继续保持一种团结
一致行动的力量，不至于分崩离析，而是能
够抗压、耐磨、抗挫、抗打击。这是彭凯平
在三年疫情中看到的重要品质，在他看来，
家庭韧性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即经受打击
之后，迸发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彭凯平称
之为“创伤后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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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月1日晚，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开幕式音乐会在澳门举行。京港澳三地青少年与著名音乐家们同台共同为观众带来
了一首首满怀家国情怀的经典音乐作品，包括《中国梦——铸就梦想》《我的中国心》《献给大海——致敬港珠澳大桥》《七子之歌》《东方
之珠》《黄河》《红旗颂》等，展现了京港澳的青少年们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团结友爱的协作精神以及纯真朴素的爱国情怀。活动在澳门
反响热烈，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何超琼受邀参加了此次音乐艺术嘉年华开幕会，并通过个人公众号表示，“五一小长假最让
我开心的就是在5月1日获邀观看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 （澳门） 开幕式音乐会。”

本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开幕式音乐会由全国政协委员，大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娜木拉担任总监。在这场隆
重又温暖的音乐嘉年华背后，有着怎样的初心与坚守？本期本报记者与娜木拉委员一起，向读者讲述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背后的
故事。

北京市海淀区七
一小学第七届“浪花
杯”班级足球联赛火
热进行，共有三个年
级 36 个班级组队参
赛。七一小学是首批
全国足球特色学校，

“浪花杯”此前成功
举办六届，已成为学
校传统体育赛事，受
到学生们的欢迎。图
为小运动员们在绿茵
场上积极拼抢、奋力
争取荣誉。

廉维亮 摄

委员志愿普法

进校园
5 月 8 日，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

员刘馨泽律师作为“健康边疆行”志
愿者在北京援青指挥部的支持下为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隆宝镇寄宿制小
学的学生们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法》 等 普 法 宣 传 教 育
活动。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至关重要。要以此为引领，推动各民族文化的
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
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
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青少年是社会上最富活
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是祖国的未来、民族
的希望。教育要从娃娃开始，民族团结宣传工
作更要从青少年抓起。

虽然目前全国各地大批优秀的各民族青少
年艺术人才呈现出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良好
态势，但是国家层面还没有系统展示各民族青
少年音乐水准的大平台。因此，探索举办中华
民族青少年音乐艺术展演活动，为包括各省市

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海内外侨胞在内的各民
族青少年，展示音乐才华搭建平台，弘扬中华
民族音乐文化，展现中华民族音乐精神，让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工作从娃娃抓起
来，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尤为重要、极为迫切。

首先建议搭建中华民族青少年音乐艺术展
示平台。鼓励创作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作品，创作一批讴歌祖国、
讴歌党、讴歌民族团结的青少年音乐艺术好作
品。参照少数民族电影节、少数民族舞蹈节、
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粤港澳青年国
际艺术周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各族青少
年优秀音乐艺术节目。利用多种途径，在全国
范围内对该项活动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直播，
为展示各民族优秀艺术搭建广阔舞台。同时，

优秀节目可申请国家艺术基金巡回世界展演，传
播中华民族团结好声音，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同时要储备各民族青少年音乐艺术人才队
伍。通过定期举办中华民族青少年音乐艺术展
演，充分挖掘和发现大量各民族青少年艺术人才
后备力量。发挥青少年音乐艺术节交流的独特优
势，建立各民族青少年音乐艺术人才库。设立专
项保障资金，把民族地区优秀学生选派到各省
市、国家高水平艺术学校系统学习，促进各民族
青少年艺术人才综合素养齐头并进、共同提高，
激励各民族青少年艺术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也要积极构筑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
桥梁纽带。在中华民族青少年音乐艺术展演中，
增设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知识普及等系统讲解环
节。对青少年音乐艺术展演中挖掘出的特色民族
文化，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乃
至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地激发
各族青少年爱国、爱党、爱民族团结的民族自
信，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
力支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校长）

民族团结宣传工作要从青少年抓起
——关于举办中华民族青少年音乐艺术展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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