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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莺

英语老师组织了街舞社
带孩子拿下三个省级一等奖

应村乡中心小学的英语老师桂思雅，

2017 年来到应村乡中心小学。那一年她

才毕业，当时学校要求每个老师都带一门

社团课，一直爱跳舞的桂老师就开设了这

个街舞社团。

“我从小就学跳舞，原来学民族舞、现

代舞，现在最喜欢跳街舞，每周我都会练

习，遇到寒暑假也会去外面自己出钱培训

跳舞和编舞。”桂老师说。

说到“我的舞蹈是英语老师教的”这句

话时，桂老师笑了：“在我们这里，英语老师

教跳舞绝对不是说不专业呀。”

桂老师带着孩子们拿到了 2020 年浙

江省健美操锦标赛三个单项一等奖，分别

是“2015 街舞规定 Jazz”“2016 街舞规定

Jazz”“自编街舞”，在2021年获得了“丽水

市第十届中小学健美操、啦啦操比赛”乡镇

小学甲组第二名，2022年拿到了此项比赛

的第三名。

街舞，在应村乡中心小学是对全部孩

子开放的，学校还荣获了“全国校园大课间

啦啦操推广实施单位”。

2021 年 6 月，学校成为了“希望工程·
街舞联盟筑梦基地”，如果你去学校，还能

发现他们的大课间操放的音乐是《少年》，

孩子们跳普及版街舞，门槛低，但是一样节

奏感十足、活力四射。

“我的舞蹈是英语老师

教的！”丽水遂昌县应村乡中心

小学的孩子们说这句话，绝对是自

豪——英语老师桂思雅带出来的街舞社

团太厉害了，我们就是整个县里最潮的仔！

应村乡距离遂昌县城还有半个多小时的车

程，几乎全程都在深山中。这里是很标准的山村小

学（山小），学校里 75%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这个

没有专门舞蹈教室、没有专门舞蹈老师的山村小

学，却有一个酷炫的街舞社。

这些跳街舞的孩子们，拿出所有

的空余时间跟着自己的英语老师练

习，在省级的比赛中拿到了三个

单项奖。

丽水遂昌山村小学，有一群爱跳舞的老师和孩子

没有舞蹈教室、没有专门舞蹈老师，却拿下3个省级比赛一等奖

我的街舞是英语老师教的

练舞让孩子们更自信更坚强
“你现在是酷酷的孩子了”

孩子们对于街舞非常热爱，老师在的时候跟着老师学；老师偶然

请假了，他们跟着视频练习。先学会的孩子也会一遍遍教不会的孩

子，动作是什么样子，怎么卡点，互相帮忙纠正动作。

六年级的方语嫣 3 年前开始学街舞，她说：“最开始就是看了电

视上的跳舞节目，觉得跳街舞很好看，我也想学。但是后来发现练基

本功又辛苦又枯燥，就放弃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舍不得了，决定再

回来努力一把。”现在方语嫣学会了跳十多支乐曲，最喜欢跳的乐曲

是《少年》，跟着音乐就觉得节奏感来了。方语嫣觉得在街舞社最开

心的，是能和同学一起出门比赛，“一开始去外面，还会害怕，现在比

赛多了，就不害怕。”

四年级的周可欣是因为想学优雅的民族舞，才跟着桂老师学了

跳舞。她没想到都是跳舞，民族舞和街舞气质竟然完全不同，“我现

在也喜欢上街舞了，我妈妈说，我变成了一个酷酷的孩子了。”

孩子们都很能吃苦。桂老师说，有一次孩子们来和她说，一个小

朋友太瘦，又练得有点过量，所以背上就起了乌青，但是他练习时一

直忍着，回宿舍了才开始哭。桂老师记得，那个孩子当时才二年级，

“我和他妈妈打电话时还有点忐忑的，孩子到底是受伤了。孩子妈妈

反而安慰我，皮外伤不要紧，受点伤，孩子会更坚强。”

跳舞的孩子也会更有自信。桂老师的舞蹈班有过一个孩子，是

父母离异的留守儿童，不太说话，也不爱理人，后来因为舞跳得好，孩

子找到了自信，也有了好朋友。“话多起来，愿意和人交流了。而且腰

背也挺了，和人打招呼大方了很多。”桂老师觉得，无论这些孩子以后

会不会继续跳舞，有了这样的精气神，对孩子的未来总有好处。

打碎“留守儿童”的刻板标签
阿里天天正能量为桂老师颁出特别奖

桂老师和这群跳舞的孩子，也渐渐被更多的人了解，并由衷地感

动。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钱江晚报·小时新闻，为桂思雅老师颁

发天天正能量特别奖，感谢老师种下梦想的种子。

颁奖词里这样写道：

没有舞蹈教室，就在操场上练，经费有限，就自掏腰包⋯⋯

英语老师带领山区小学的孩子拿到省级街舞比赛的冠军，这不

是遥远的童话，是她用五年时光和不计回报的付出缔造的“奇迹”。

青山绿水间，时尚酷飒的她如“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为孩子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他们自信而有力量，尽情展示着不一样的自己，打

碎“留守儿童”的刻板标签；这个世界里，梦想有了更多的颜色，未来

也闪耀着不一样的光芒。

当年轻的她为了孩子们的胜利而欢呼、为孩子们的失落而流泪

⋯⋯我们看到，一个青年教师对教育事业的情感也在慢慢升温。

带出“街舞冠军”的她，也是我们心中的冠军！

谢谢你，桂老师。

缺教师缺基础缺资源
老师们想尽办法填缺口

在山小，想要教孩子们跳街舞容易，

要教好却是真的不容易。

现在山小的硬件条件已经比以前好

了很多，有带着大镜子的音乐教室，也有

了含塑胶跑道的操场。但对于需要十多

个孩子一起跳的集体舞而言，这些条件

又“缺”了点。

桂老师说：“我都是带着孩子们先在

音乐教室里练习动作，整体配合部分就

要到操场上排练了，夏天很晒，冬天风

大，虽然孩子们不怕苦，但有时候我很心

疼。”

另外一个“缺”，是孩子们越来越

少。桂老师说，5 年前她刚到应村乡中

心小学时，还有400多个孩子，现在整个

学校才 100 多个孩子，“500 个孩子里选

有跳舞潜质的，和100多个孩子里挑选，

是不一样的。”孩子的基础参差不齐，就

需要更多的练习来拉平孩子们的差距，

“集训的时候，中午午休、下午下课后、晚

自修后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都用来练

习了，不仅保证练基本功、学动作的时

间，也要保证团体磨合的时间。”

我问桂老师，放假的时候，孩子们会

找跳舞特长的课外班继续练吗？

桂老师摇了摇头：“读书时候，孩子

们都住校，我会管牢他们的训练，但课外

时间几乎没听说孩子们还有课外班的，

一个是附近资源有限，还有就是家长没

有办法接送。他们多数时候都是跟着视

频练习。”

出去比赛，对于山小的孩子们难度

也更高。

多数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孩子

们跟着祖辈生活，很难找到“跟队”的志

愿者。带着十多个孩子出门比赛，老师

不仅要管比赛，还要管安全，“有时候，我

们坐公交车回乡里，我都是先送一批孩

子上公交，让保安在学校门口接孩子，然

后再陪着另一批孩子等下一趟车。”有时

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

桂老师有张照片，她在学校的走廊

上给孩子们化妆，背后是青山和校园，看

着挺感动。一场炫目的演出背后，是老

师和孩子点点滴滴的付出，在大山里开

出了一朵不一样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