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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责任 所以执着
——专访河南省手拉手少儿艺术团团长翟芳

教育就是良心和责任
“我要对得起我的学生和信任我的家长。”

感冒刚刚好，还没来得及休息两天，身为团长的
翟芳就赶紧投入到教学中来。一招一式一丝不
苟，明亮的排练大厅里老师们教得认真，大厅外
隔着玻璃的学生家长也感受着老师的耐心。

“我们的老师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一旁陪
同的艺术团副团长，也是教师身份的郑仰鹏告
诉记者，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翟团长，孩子还没
满月，就瞒着家人来到单位，在排练大厅外看
着老师教学生的动作，然后在课后指出教师某
一个动作不规范，应该怎么做。不是对老师不
放心，而是心离不开这里。“教就要教好，要对
得起孩子。”翟芳常提醒她的老师：那么多的家
长在看着我们，有信任也会有疑虑，而我们给
他们的只有一个就是责任心。“都说教育是良
心的事业，教育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来自内心
的对事业的追求与传承。”

这从她的专业教师团队可见一斑：所有老
师全是专职，录用后分批送到中国歌舞剧院进
行三个月的专业知识、教学技巧、心理辅导等
方面专业培训，同时还聘请著名舞蹈家、中国
歌剧舞剧院高级编导、中国歌剧舞剧院舞蹈考
级委员会主任罗迪强担任名誉团长和艺术总
监，长期指导教师培训和教学工作。

“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
师。”翟芳认为，老师的专业素质和责任心是缺
一不可的，这样才能既教学生练好舞蹈，又能
塑造学生好的人格。

十年磨一剑赢得好口碑
要不是采访中一个老师问她为演员做服

装的事，翟芳说她不会告诉记者她们的艺术团

已被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邀请录制春节联欢
晚会的事，在这个晚会上她们有两个舞蹈节
目。一旁的郑仰鹏说，除此外，目前他们已接
到了包括五家政府部门的邀请。“都是公益性
的演出，时间和节目编排上能来得及的话，我
们都会参加的。”

从当初的一个老师几个学生，到如今的 7
个专职教师和旺季时 900多学生的规模，河南

省手拉手少儿艺术团已在这个行业中打拼了

十年。从对少儿的智力发展、道德养成、意志

品质的培养，到身体素质的提高、审美能力的

培养等方面，他们为孩子们提供和构筑了富于

童心的审美欣赏与审美创造空间。娇弱的孩

子经过刻苦训练毅力得到了充分的磨炼，有潜

质的孩子从这里迈向了更广阔的未来。

作为为数不多的经省民政厅、省文化厅批

准成立，省文化厅主管的省级公益性少儿艺术

团体，河南省手拉手少儿艺术团在同行业中一

直走的是做好扎实的功底、低调宣传、认真做

事的路子。一位许姓家长告诉记者，她是通过

同事介绍才了解“手拉手”的。“这些年我们基

本上没做宣传，学生大多是介绍来的。”翟芳说

她只想先把来的学生教好，若干年后，学生能

回忆起在这里上训练课的情景，认为没浪费时

间，她就知足了。

这就是 2006 年被文化部授予“优秀园丁

奖”、2007年获得教育部“优秀教师奖”的翟芳，

当他人在想如何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收入时，而
她想的却是如何将自己追求的艺术在更多的
孩子身上得到高标准的延续。也许，从该团学
员参加今年中国歌剧舞剧院院外舞蹈考级的
通过率达95%以上这件事上，我们再一次感受
到翟芳的执着与责任的价值、魅力所在。

团长寄语：用心做教
育，用爱做人师！教育，是
一种事业；育人，求一种境
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
亦乐乎！

获奖理由：作为中国歌
剧舞剧院考级指定中心，该
团一直严格按照中国歌舞
剧院制定的科学的教学方
法开展教学工作。作为中
国舞蹈家协会南方舞蹈学
校训练基地、北京爱莲舞蹈
学校（由著名舞蹈艺术家陈
爱莲创办）的招生报名处，
该团一直为了开拓学生们
的艺术道路而努力。

采访河南省手拉手少儿艺
术团的团长翟芳时，她正在专业
舞蹈排练厅里为学生上课。“我
们团长的责任心太强了，艺术就
是她的生命。”办公室里一位老
师向记者感慨。下课后，翟芳稍
作休息，采访的话题就从“艺术
和责任”展开了。

晚报记者 唐善普 张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