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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25岁
职业：教师
感言：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优。

人物：黄铭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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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黄晓燕
黄晓蓉 文/图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
做到最优。”和黄铭涵老师交
流，带着阳光笑容的她会让
人感受到激情与奋进。黄铭
涵笑着说，她性格很要强，就
是别人口中的那种“犟驴”，
一旦接过任务，便会不遗余
力地去做好，好比参加今年7
月的“唱响新时代”中国合唱
协会魅力校园合唱展比赛，
时间紧、任务重，既要带班又
要上课，可接过任务后，她便
全力以赴，一有时间就抓紧
练习，最终荣获全国一等
奖。“这便是我的做事风格，
要么不做，既然要做那就认
真对待，总要对得起自己的
付出。”

提及自己为何会选择教
师这个职业，黄铭涵坦言，这
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出身教育世家，从小就对教
师这份职业有“滤镜”。现
任泉州市凌霄中学校长的
父亲是黄铭涵从小到大的
偶像，她说，父亲治学很严
谨，已有 30多年教龄，但依
然常常每天工作到深夜。
父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活
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
也成了她的座右铭。“我爸
爸说，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
话，爷爷如是坚持，将一生
的时间贡献给了数学教学，
我爸爸继承衣钵，如今又传
到我这里。”因此，黄铭涵从
小便将自己的事业定位在三
尺讲台。两年前，黄铭涵通
过自己的努力，如愿成为一

名人民教师。
到学校报到月余，黄铭

涵接了个“重任”——担任
班主任。在“要么不做，要
做就要做到最优”的做事风
格下，黄铭涵爽快地立军令
状。“我还有坚强的‘后盾’，
遇到难题还能请教我爸妈，
他们可都是身经百战的过
来人。”黄铭涵笑着说。

起初，班级里的家长听
到班主任是一位新来的音
乐学科老师，都有点抵触，
黄铭涵为了打消家长的顾
虑，也为了快速了解学生情
况，每天早晨，班级里的孩
子刚步入班级，她已经在班
级里迎候他们的到来；华灯
初上，她还在亮着灯光的教
师办公室里埋头办公……
因为接手的是低年级，黄铭
涵便采取“紧迫盯人”的策
略，重点“盯”那几个比较调
皮的孩子。课间时分，黄铭
涵都会准点来到班级，跟

“重点对象”开心地聊天，带
他们一起去运动，就这样，
慢慢地与孩子们打成一片，
成了他们的“知心姐姐”。

任教两年来，黄铭涵兢
兢业业，对班级投入大量时
间与精力，对每个学生的性
格和学习一清二楚，不仅学
生们越来越喜欢黄老师，连

家长们都离不开黄老师
了。“现在跟我们班家长沟
通，她们反倒觉得副科老师
当班主任不错，有更多的时
间关注孩子，也可以很好地
和家长们沟通交流。”黄铭
涵说，从一开始受到家长们
的质疑，到如今被认可，她
自己也觉得很自豪。谈及
受孩子们的欢迎，黄铭涵
说，孩子们心思都很细腻，
你发自肺腑地在乎和关心
他们，他们都能感觉得出
来，有时候她心情不好，孩
子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还
会用稚嫩的语言安慰她，并
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我
上学期快放假时，还被班里
几个调皮的男孩子‘威胁’
了，不能半路抛弃他们，他
们不知道打哪听到的消息，
说我这学期不再担任他们
的班主任了。”

除了班主任的工作、日
常的音乐课外，黄铭涵还承
担了学校合唱团的训练任
务。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
对音乐教育的热爱，黄铭涵
经常利用假期抓住机会外
出进修研学、给孩子们排练
节目，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我将时刻铭记长辈们的教
诲，把爱播撒给每个渴望阳
光的孩子。”

知心姐姐 她传承父辈们的“火种”

黄铭涵与学生们合影

从事教育工作的黄铭涵

N海都记者 黄晓燕

“做自己喜欢又擅长的
事，怎么会觉得辛苦呢？”
一见蔡清雅，清秀的脸庞，
淡雅的气质，真的是人如
其名。“你完全符合我心目
中南音人的感觉。”这便是
记者与蔡清雅的开场白。
而后，蔡清雅即兴来了一
段南音《直入花园》，“直入
花园是花味香，直入酒店
都面于带红，田婴飞来都
真于成阵……”唱腔一出，
雅致悠远，如人倾诉娓娓
道来。“20多年的南音学习
生涯，这一路都挺顺畅的，
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辛
苦。”蔡清雅说。

蔡清雅是石狮祥芝人，
她说自己的南音之路缘起，
可用八个字来概括：机缘巧
合、误打误撞。祖父是南音

的“铁杆粉丝”，20多年前小
录音机成了他的标配，走哪
都随身携带着，播放的都是
南音曲目，一有空就“泡”在
老家的赓南轩南音社。

在蔡清雅5岁那年，一听
南音社招收学生，祖父第一时
间给她报了名，这也开启了蔡
清雅的南音之路。“当时年纪
太小了，对南音也不了解，所
以一开始谈不上喜欢，是后面
慢慢接触后才爱上的。”蔡清
雅说，初学南音的第一首曲目
是《直入花园》，她依稀还记得
当年学南音的场景：二十几个
孩子围坐在教室里，看着龚锦
娟老师的口型，学习咬字发音
打节奏，到最后完整把一首曲
子唱下来。初学时，很少有孩
子能坚持下来，从一开始的二
十几个孩子慢慢变成了六七
个……

“学南音不难，难的是

坚持。”拍板、琵琶、三弦、二
弦、打击乐器……几年坚持
下来，蔡清雅几乎将南音的
乐器学了个遍。2009年南
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印象很深刻，
2010年暑假，我正好小学毕
业，泉州南音艺术研究院院
长、泉州南音中心主任吴珊
珊老师特意来到赓南轩，要
挑一名孩子到省里去进行
南音非遗展演。”最终，吴珊
珊老师“相中”了蔡清雅。
这次的展演也让蔡清雅的
南音学习历程，从民间南音
馆阁进入专业院校，因较为
优异的南音演唱，她被泉州
培元中学特招入校。

对于“南音”，蔡清雅说
她学生时代都是在输入，步
入工作生涯后，则更多的是
一种输出。工作不到一年，

让蔡清雅自豪的是，今年 5
月的第六届福建省曲艺丹
桂奖少儿大赛，她参与编排
的节目《福船行海丝》，历时
三四个月的排练，最终在全
省 199 所中小学和中等职

业学校、艺术组织近 1500
名学生排演的 218 个曲艺
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一等
奖的桂冠。

如今，蔡清雅除了在学
校里教孩子们唱南音，她还

走进公益组织教成人南
音。成人班的学生们学习
南音的热情常常让蔡清雅
感动，她说，有时晚上上课
都快 9点了，学生们还缠着
她“开小灶”。“除了上课的
曲目外，她们会拿新的曲目
来向我请教，上节课有位阿
姨说，以前走在路上听到南
音没什么感觉，如今再听到
南音会觉得亲切，也会跟着
哼几句。”

阿姨的这句话，让蔡清
雅动容，这也是她坚持学
习，不断传承弘扬泉州南音
的初心。“我希望让更多人
了解泉州南音，走近泉州南
音，喜欢泉州南音。”

年龄：28岁
职业：南音教师
感言：做喜欢又擅长的事，一点都不苦。

人物：蔡清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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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那年 她带着南音上《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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