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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庆天气情况：
今 日 ，阴 有 阵 雨 ，

23-29℃ ；明 日 ，阴 天 ，
22-27℃。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程呈）
本周以来，蓝天加白云的组合坚
守天气“舞台”，夏天的氛围愈发
浓厚。不过再好的天气也有始有
终，“沉寂”近一周的雨水要来刷
存在感了。

据安庆市气象台介绍，持续
多日的晴好天气今日暂时“下
线”，一波雨水在不远处蓄势待
发。随着阴云聚拢，昨日的多云
开始转为阴天，且有阵雨不定时
出没，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听到雷
声。阵雨在午后高发，出门最好
随身带伞，以免被雷雨“逮住”。
不过云层堆叠也有好处，炙烤的
感觉有所缓解，今日最高气温降
至“2 字头”，29℃的气温还算舒
适，最低气温在23℃。本周日将
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
最大雨量为中雨，“雨露均沾”后，
气温会进一步降至26℃，体感较
凉爽。不过夏季是强对流天气的
高发季节，降水时可能伴有雷电、
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市民还需及时关注最新气
象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造
成的危害。

翻看去年的气象记录，安庆
于5月24日入夏，6月8日，安庆站
点就已出现 35.4℃的滚烫高温。
今年，安庆5月22日正式进入气
象意义上夏天，入夏已有半个多
月。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夏
天虽然来得早一步，但炎热威力
不如去年，总体来说初夏还是很
温和的，截至目前安庆站点暂未
出现首个35℃以上高温天气。

需要注意的是，安庆去年于
6月11日入梅。眼下芒种节气已
过，难缠的梅雨天也越来越接近，
梅雨季的特征是闷热和潮湿，家
住低层的，防潮和防霉工作可以
提前准备起来了。一般来说，安
庆的梅雨季为20天左右，出梅后
入伏进入盛夏。

晴好天气“下线”
雨水蓄势待发

□ 全媒体记者 方芳 文/图

原汁原味的黄梅戏曲调、有板
有眼的戏曲动作，融入校园课间操
中会产生怎样的火花？5 月 11 日，
黄梅戏校园课间操展演视频一经发
布，立即走红网络，同时在线下引
发热烈关注。

这套黄梅戏校园课间操是如何
编排的？在全市中小学推广情况如
何？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音乐亲切动作易学

学生学操热情高

5 月中旬以来，在城区各中小
学校园内，宛转悠扬的黄梅戏戏曲
音乐时时响起，学生们如火如荼地
学着黄梅戏校园课间操。

据安庆市（体育）学科带头人、
四照园小学老师孙开萍介绍，四照
园小学利用体育课和大课间教学生
们黄梅戏课间操，同学们学课间操
的积极性非常高，学得格外认真，
大部分已掌握了全部动作。“学习
黄梅戏课间操，给全体师生打开了
一扇近距离感受黄梅戏艺术魅力的
窗口，越来越多的学生逐渐喜爱上
黄梅戏。”

学习黄梅戏4年的四照园小学
学生吴紫涵告诉记者，黄梅戏课间
操的音乐令她感觉亲切，每晚都勤
加练习。邓嘉晨同学花了两周时间
学会黄梅戏课间操，在学习过程中
逐渐感受到黄梅戏的魅力，他说，

“黄梅戏是我们的家乡戏，通过学
习课间操，我对黄梅戏更感兴趣
了，期间还让父母带我到安庆博物
馆黄梅戏展厅参观，深入了解黄梅
戏文化。”

在余桥小学，每到大课间，担任
领操的 5 年级学生施梓馨，便领着
同学们练习整套黄梅戏课间操，动
作整齐，韵味十足。“黄梅戏课间操
挺好学的，在家的时候，我一边练
习一边哼唱里面的黄梅戏曲调，还
教爸爸妈妈跳操，家庭亲子活动也
更丰富了。”施梓馨说。

“我们学校的孩子非常喜欢黄
梅戏。以前只学习怎么唱，现在这
套课间操融入了黄梅戏音乐，而且
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曲调，哼唱的同
时还能跳起来，孩子们更加热爱黄
梅戏了。”余桥小学校长金静表示，
看到孩子们如此之大的学习动力和
学习热情，学校利用每天大课间来
教学，目前已学完整套黄梅戏校园
课间操。

负责黄梅戏校园课间操编排工
作的市教体局教研室体育音乐教研
员黄德新告诉记者，目前，城区大部
分学校在推广学习黄梅戏校园课间

操，部分小学已经学完了整套课间
操，后续将安排所有县市区学校体
育老师参加黄梅戏课间操培训。

“经典曲调+程式化动作”

原汁原味感受戏曲魅力

这套让师生感到亲切、学起来
积极认真的黄梅戏校园课间操，是
如何编排出来的？又是如何实现黄
梅戏元素与课间操有机融合的？

黄德新介绍，从4月下旬到5月
中旬，编排团队的十几位老师加班
加点，从操化动作入手，编出了一
整套基本动作，再由文化专家在动
作中加入黄梅戏元素，并反复揣摩
完善。市文化馆联合再芬黄梅剧
院，选取黄梅戏经典曲目的曲调，
根据动作的节奏进行创编，共同完
成这套黄梅戏校园课间操的编曲工
作。5 月 10 日，全市 50 多所学校的
60 多位老师集中接受培训；5 月 11
日下午，42 名老师参加黄梅戏校园
课间操展演。

关于课间操的动作，市文化馆
艺术指导王胜利告诉记者，“戏曲
讲究手、眼、身、法、步，因此我们将
眼随手走、指法、掌法、亮相等戏曲
身韵程式化动作融入到课间操当
中，并做出相应变化和调整。”

为了让学生们易于接受、便于学
习，编排团队的老师们避开过于程式
化的动作，注意区分男生女生的操化
动作，比如女生的动作中有兰花指，
而男生就改为剑指，女生的兰花掌，
在男生的动作中改为虎口掌。

说到编曲，王胜利介绍，课间
操的编曲不仅加入了黄梅戏经典
剧目《女附马》和《天仙配》的曲调，
还有民间传统小戏《打猪草》中的

《对花》和《夫妻观灯》选段《闹花
灯》，并根据不同的动作来进行编
创，中间串连的部分用锣鼓等打击
乐器，使每一个动作的转换都有音
乐随之变化。

“这四段曲调包含原汁原味的
黄梅戏元素，孩子们在做操的过程
中可以感受到黄梅戏的魅力、传统
戏曲的精气神。”王胜利感慨万分
地说，“编排并推广黄梅戏校园课
间操，能让孩子们在强身健体的同

时，了解、学习黄梅戏，真正做到了
‘戏曲从娃娃抓起’。”

课间操将亮相今年展演周

促进黄梅戏在校园传承

对于黄梅戏校园课间操的推
广，国家二级演员、再芬黄梅青年
团演员江李汇深感欣喜，“安庆是
黄梅戏的故乡，我们的黄梅戏需要
年轻的观众。孩子们通过黄梅戏校
园课间操耳濡目染，黄梅戏的种子
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这对黄梅戏
保护传承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市文旅局总工程师王勇看
来，作为安庆今年“戏曲进校园”工
作的一项创新，创排与推广黄梅戏
校园课间操的意义非比寻常。“‘戏
曲进校园’的演出通常是每校每年
一场，校园戏曲教学和展演平均下
来是每校每月一次，而校园课间操
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推广黄梅
戏校园课间操，让家乡戏曲的优美
旋律伴随学生的日常运动，能增强
青少年对家乡戏曲的认知，也丰富
了‘戏曲进校园’的活动形式，有利
于提升‘戏曲进校园’的学生参与
度和覆盖面。”

记者了解到，今年“十一”黄梅
戏展演周期间，将举行全市黄梅戏
校园课间操展演。“各县市区将选拔
两只队伍，各校代表队不少于 100
人，届时将有20多所学校代表队参
加展演。”黄德新介绍说，“教体部门
每年都组织全市各校开展大课间评
比，为了让孩子们更加了解家乡戏，
我们将黄梅戏课间操纳入了今年的
评比。通过这样的活动，首先加深
学生对黄梅戏经典曲目的了解，进
而对黄梅戏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黄梅戏展演周期间举行全市
黄梅戏校园课间操展演，既能提升
活动影响力，又能培育黄梅戏青少
年受众，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校园传承。”王勇告诉记者。

江李汇表示，“黄梅戏的发展和
传承不只是黄梅戏工作者的责任，
需要观众乃至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
助力，期待我们在守正创新中将黄
梅戏这个响亮的名片擦得更亮、传
得更远。”

艺体巧相融 经典永流传
黄梅戏课间操走红安庆中小学校园

城区一小学学生在学习黄梅戏校园课间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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