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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信仰而死，胜过苟且地活！”“你

是我双眼，代我看山川！ ”“待等那晨曦划

破夜的暗，好一轮红日照耀新人间！”……

舞台上的演员时而唱念回忆片段，时而述

说人物内心活动，诗意地歌颂了共产党人

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一场名为“曙光”的京剧主题艺术党课

日前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多功能厅内首

演。 这是龙陵创新党课新形式，将党课教育

与舞台艺术深度融合的一次成功展示。龙陵

联合上海京剧院给现场近百位青年学子、

龙华街道文明共建单位员工和社会公众带

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京剧演出， 让观众们

在这场红色京剧的演绎中感悟英烈精神。

记者了解到，京剧小戏《曙光》以上海

“电台三杰” 之一的中共地下党员秦鸿钧

及其妻子韩慧如为原型，讲述了上海解放

前夕， 这对革命夫妻被捕后仍坚持斗争，

等待胜利的故事。

“以秦鸿钧等人物原型创作的文艺作

品屡见不鲜，大热题材《永不消逝的电波》

也是讲述了‘电台三杰’的故事。 但小戏

《曙光》不同于谍战剧风格，更偏重情感抒

发。 ”据编剧沈颖介绍，《曙光》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韩慧如出版的回忆录《真正的共产

党人》， 书中追忆了她与丈夫秦鸿钧并肩

作战的革命历程。“全剧以韩慧如为第一

视角，以回忆片段穿插叙事，打破时空界

限，将这段感人的故事重现于观众眼前。”

观众们对小戏的音乐唱腔感到新奇，

他们认为这既传统又现代的音乐带来了

新颖的听觉体验。演出在写实叙事时保留

传统京剧唱腔，在写意空间中的唱腔偏向

带戏腔的音乐， 并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

使得传统民乐与西乐相交织，创造出了一

种独特且新颖的听觉体验。

为便于观众理解剧情， 上海市龙华烈

士陵园讲解员周燕在演出前为观众们做了

导赏讲解，详细介绍了这段红色历史故事。

京剧党课《曙光》诗意首演

唤醒“电台三杰”英烈精神

�记者 杨宜修

本报讯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

无患。 ”校园安全无小事，守护校园，“救”

在身边。 2023 年徐汇区“校园汇急救———

园南杯”应急救护比赛（中学组决赛）于日

前在上海市园南中学举行。上海市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李江英，徐汇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罗华品，市红十字会、区教育

局、区红十字会等部门负责人及徐汇区部

分学校的教师参加。

比赛开始前，作为全国红十字模范单

位， 上海市园南中学学校师生展示了内涵

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充分展现了园

南师生们对应急救护工作的重视， 对红十

字精神的感悟和对生命至上的深刻解读。

“现在实行心肺复苏！ ”现场，经过预

赛选拔进入决赛的八支队伍展开心肺复

苏（CPR+AED）和创伤救护（伤口包扎和

骨折固定）两个比赛项目的角逐。 参赛队

员沉着冷静、积极投入、动作娴熟、团结协

作，充分展现了徐汇教师的人道主义精神

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为了秉持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决赛邀请上海市红十字应急

救护核心师资团队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

上海市园南中学、上海市龙苑中学、上海

师大附中附属龙华中学分别获得了比赛

的冠亚季军。 决赛结束后，救护培训专家

进行了精彩点评。

市红十字会、区教育局、区红十字会

等部门负责人分别为获奖学校颁发奖杯、

奖牌和奖状。 决赛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充

分展示了徐汇区学校教师掌握红十字应

急救护技能的水平，也充分展现了徐汇校

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人

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文明风尚。

现场，李江英和罗华品共同为徐汇区

教育局和徐汇区红十字会联合设立的“校

园汇急救———徐汇区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揭牌。 该基地设在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通过培训基地的设立，充分整合市区

两级优质急救培训资源，在教育系统中更

规范、 更系统地开展红十字急救技能培

训，建设高水平的急救教职工队伍，切实

增强校园应急救护能力。

守护校园“救”在身边

徐汇区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揭牌

�记者 姚丽敏

本报讯 华东理工大学国际学生文

化实践基地启动仪式近日在徐汇区凌云

街道社区学校举行，这标志着社区学校与

华东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建立深度合

作和校地共建关系。

一直以来，凌云社区学校致力于为广

大居民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和丰富多彩

的学习体验。学校秉承“乐学凌云·花开陇

上”的办学理念，充分整合各类教育资源、

拓宽办学渠道和样式， 辐射各年龄段、各

类群体的教育和学习需求，形成了“古法

造纸”“艺术家庭日”等多项社区教育品牌

项目，打造了一所没有“围墙”、开放多元

的社区学堂。社区学校作为社区文化建设

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平台，不仅为居民提供

了学习和交流的场所，也促进了社区居民

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今后，凌云街道将在基地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实践活动，为学生们提供更广阔

的学习平台和交流机会。

据了解，基地挂牌后，双方将进一步

沟通、细化合作事宜，实现双向输出：社区

学校向华东理工大学国际学生提供传统

文化课程，可随班也可定向办班；华理国

际教育学院为社区学校居民学员提供教

学服务，如英语翻译和才艺技能等，进一

步加强超越国界和年龄的文化交流，同时

开展国际学生社区志愿服务等。

活动中， 华理外语学院外语教师专业

党支部三位老师获聘实践基地文化导师。

三位文化导师向三位留学生代表赠送《语

言文化探索》《中国文化概论》《遥吟俯唱》。

国际学生代表郭一婵向社区学校赠送了写

着“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书法作品。

参加此次活动的国际留学生们不仅

参观了社区学校古法造纸基地、手工研习

教室非遗相关作品展示，还亲身体验制作

了非遗作品。 不少学生表示，他们很喜欢

中国文化，也希望今后能更深入地了解中

国文化。

留学生体验非遗作品

华东理工大学国际学生文化实践基地启动

�记者 仲颖

本报讯 5 月 18 日晚上，天平

家庭教育“电影美育师”赋能培训

中阶结业仪式在 66 梧桐院邻里汇

“大课堂”举行，来自天平社区的 23

名家长获得了培训证书。 参与培训

的家长表示，经过培训自己从艺术

层面和技术层面初步了解了电影，

并懂得如何欣赏电影、如何带孩子

通过电影提升阅读能力和写作能

力，课后则在家庭教育中运用“电

影美育”育儿又育己。

据介绍，天平社区地处衡复风

貌区， 人文气息浓厚、 文化底蕴丰

富。 天平社区学校始终以“人文天

平”为导向，并秉承“学养天平、以文

会友、以友辅仁”的办学理念，不断

开发拓展新颖的教育形式，打造“家

门口”有温度的社区教育，而电影美

育师” 赋能培训正是在天平社区孕

育而生的。 2021年 12月，天平社区

学校联合电影美育工作室率先推出

“电影美育师” 赋能培训初阶班。

2022 年，天平社区学校继续全面推

进“电影美育师” 赋能培训发展完

善，并作为重点科研课题立项申报，

经过层层审批， 最后被列为上海市

教委社区教育实验重点项目。

今年 4 月，“电影美育师”赋能

培训第二期初阶班开班，教学内容

与时俱进，不但将义务教育艺术课

程新课标解读加入课程，还增加了

电影美育实践成果， 课程通俗易

懂，且实用性变得更强，家长接受

度和满意度大幅提高。 本月初，“电

影美育师” 赋能培训中阶班开班，

中阶培训旨在通过电影提升写作

能力，从而让家长教会孩子如何通

过电影的镜头语言、 叙事结构、细

节描写等层面进行记叙文写作。 除

此之外，天平社区还推出了《天平家

庭教育电影美育师》读本，这本美育

手册不但为家长普及了电影美育知

识，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实践空间，孩

子们可利用手册记录观影体验，也

可变身编剧进行小创作。

家长张军则在课后带孩子看了

伊朗电影《小鞋子》，随即带着孩子

数鞋柜里有几双鞋子。 当天结业仪

式现场， 张军带着读大班的儿子现

身，“《小鞋子》讲述了一对贫穷的兄

妹与一双小鞋子的故事， 展示了真

挚的兄妹情……” 张军的儿子在台

上毫不怯场，娓娓道来影片的内容，

赢得掌声连连。 张军对于利用电影

进行美育教育深表认可：“孩子本身

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比较强，通

过电影不但可以提升孩子视觉思

维， 还可以拉近我们和孩子的距

离。 ”“电影美育师”赋能培训主讲

沈莹莹认为，电影美育在家庭教育

中可实践的内容这么多，家长接受

培训提升审美能力和视觉思维，从

而反哺家庭、反哺社区，美育教育

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中进行着。

电影美育赋能社区教育

�记者 殷志军 陆翔 李瑾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