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念做打俱佳，一招一式、一板一眼之

间，尽显文化传承……今年 5月，凭借着出

色的表演和不俗的戏剧功底，13 岁的王艺媛

在 2024 年湖南省少儿戏曲小梅花暨第 28 届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湖南赛区选拔展演

中，获得了个人项目（业余组）金花奖项。

时间回到一个多月前，王艺媛正面临小

升初的备考压力。但为了自己的戏曲梦，她

挤出宝贵的备考时间排练。饰演扈三娘的她，

为了将扈三娘的飒爽英姿展示出来，常常在

排练室一练就是一整天。

13 岁这一年，王艺媛经历了挫折，也收

获了掌声。

回顾 5月初参赛的过程，王艺媛心有余

悸。比赛前，照例开嗓练声，可她因为感冒

咳嗽，突然失了声。

王艺媛在后台急得直跺脚，戏

曲老师走到身边安抚她的情绪：“不

要去想比赛的事，享受表演的过程，

尽力而为就好了！”

“种子选手”突然被释放了压力，王

艺媛轻松了不少。登上舞台的前半段，

她也出现了几处失误，少了两个旋腰

动作、一个锣鼓点子没卡上……有些

紧张的王艺媛眼神一直看着台下的

老师，直到老师给她竖起大拇指。

王艺媛像是找到了自信，立

马卡着锣鼓声跳起来，最终在一

段机智的应急表演中拿下了省

级比赛的金花奖。

“处事不惊，机智应对。”

评委老师对王艺媛表演作出

的点评，也让她收获了13 岁的成长礼物。

之后，王艺媛选择加入“送戏下乡”的公

益演出队伍。

节假日，王艺媛几乎不间断地参与演出。

台下训练吃的苦，一点儿都不比成人少——

唱戏需要戴头套，用发网将头发全部盘起，

再用黑色的发带一圈圈勒紧，戴上头套、头

饰，“每次头都很疼、很晕，时间长了还想吐”。

王艺媛说，“看到台下的观众为我鼓掌，我心

里满是自豪，觉得好像还能忍受”。

每一位优秀孩子背后，都少不了默默支

持的父母。

王艺媛的妈妈，几乎没有落下女儿的每

一场演出。看着女儿因为表演受的伤，她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陪伴是最好的教育，我

会在孩子受挫时，鼓励孩子勇敢和坚强。”

“女儿通过学习传统戏曲文化，加深了对

中国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经常还会

跟我们讲起她饰演角色的故事。”在妈妈看

来，学戏后的孩子变得更懂事了。“我们家境

困难，但依旧会全力支持孩子为梦想努力！”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王艺媛想跟父

母一起去郴州看一场精彩的戏曲演出，向优

秀的前辈学习，坚定自己的戏曲梦，做戏曲

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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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欧阳婷 周雅婷

你们的 13 岁是什么颜色？热情的红色、恬静的蓝色、青春的绿色还是阳光的黄色？
“我们希望所有的 13 岁都拥有无限可能的彩色！”这一句话，摘自近日网络热搜话题 #13 岁最后一个儿童节中的“网

友评论”。
13 岁，对所有人来说，平凡又非凡——这一年，我们离开小学就读中学，从少先队员向共青团员奋进；这一年，我们

摆脱稚嫩承担责任，开始学习 14 周岁该担负的法律责任；这一年，我们告别童年向少年出发，敢创新敢奋斗，迎接美好未来！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成长阶段，孩子们有着怎样的成长瞬间？家长们又给予了怎样的家庭教育？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

之际，今日女报 / 凤网推出策划报道“非凡的 13 岁”，关注那些 13 岁小女孩的大梦想，期待她们在梦想领域闪闪发光！

“科创明星”陈思颖：在乡村坚持科学梦

邵阳市隆回县桃花坪中学，今年 13 岁的

陈思颖正在生物课上兴致勃勃地用显微镜查

看自己刚做出来的植物细胞切片，对于她来

说，这是一种新奇而熟悉的体验——从田间

地头、生活间隙的观察、思考，到真正走进

实验室，这一年，她想要继续坚持自己的科

创梦。

陈思颖从小就喜欢科学，每当遇到小问

题，她的脑海里就开始奇思妙想：树为什么

是向上生长？牛奶为什么会从吸管中喷溅出

来？田里的作物为什么有不同的收获季节？

长大后，她不再满足于“想”，转而开始

自己动手。一次，她收集了很多废旧的瓶瓶

罐罐，拆来拆去，把瓶子、笔、纸板做成了

一个“收纳箱”，当想法的“火花”被实现，

陈思颖十分兴奋。“虽然‘不好看’，但我很

喜欢这个‘作品’，一直用到小学。”

“我们虽然什么都不懂，但孩子感兴趣，

我们就会支持。”陈思颖父亲告诉记者，孩

子的姨父是一名乡村教育工作者，平时在学

校也会想各种方法鼓励孩子们的科创梦。“我

们就让思颖在课余时间跟着姨父学习、做实

验，搞发明需要的材料我们也尽力帮

她寻找，希望能为她创造一个

能安心学习的环境。”

学校里，陈思颖感受

到了更浓厚的科学氛围：

有专门的编程教室，学校

内外都设有专门的实践田，

不过，她最喜欢的地方还

是教学楼顶，那里有能容纳

近 150 棵稻苗的圆形栽培池，

还有空中轨道水稻车。

对于在乡村的孩子来说，身边的一切都

是“实验天堂”。2023 年，跟着姨父学习的

陈思颖得到了机会：平时的“小发明”也可

以拿去参赛。于是，她开始了“头脑风暴”。

几乎整个寒假，陈思颖的心思都在“发明”上。

“我想做一个能自然烘干的衣架，既实用又

环保！”于是，从创意到制作再到讲解，全

是陈思颖和几名同学自主完成。“当他们成功

制作出来后，喜悦显而易见。”陈思颖父亲说。

终于，陈思颖迎来了第一个“人生巅峰”，

她在第 44 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

拿下“学生科技创新成果作品”一等奖。

陈思颖习惯从身边的人和事中找寻

思维的“火花”。“比如，初中老师

在大雨天骑摩托车和小车相撞了，

我就想能不能设计一款雨伞，能

避免这种情况。”为此，她在特

制的雨伞上加上了灯带，设计出

一款“安全预警伞”。

怀着满满的期待，陈思颖带着

自己的“作品”参加了今年邵阳市举

办的青少年科创比赛，结果却让她大失所

望——二等奖，无缘省级赛。

“当时心里很不舒服。”陈思颖说，后来

父母为了鼓励她，找出了儿时她制作的各种

“小发明”，“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创造的过程

比结果更快乐！”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陈思颖想回一

趟曾经就读的乡村小学，回去看看学校收藏

的学生“发明”，“就像创造、发明，梦想从

来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我会一直坚

持我的热爱，在思考与探索的路上不断走下

去。”

邵阳市隆回县桃花坪中学初一学生   
第 44 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学生科技创新成果作品”一等奖获奖者

记者：13 岁这一年，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感觉自

己已经长大？

陈思颖：

今年再次站上领奖台

的那一刻，我觉得很不一

样。之前领奖觉得很骄傲，

看重的是获奖的成功。但

今年更多的是在乎创新的

过程，还有过程中收获的

自信。

妈妈：

今年比完赛，孩子突

然跟我说：“我一定要把梦

想坚持下去。”这一刻，我

感觉女儿真的长大了。

“戏曲传人”王艺媛：当一朵努力的“小金花”

记者：学戏曲的路上，

是否有过印象最深刻的一

幕？

王艺媛：

戏曲练习的过程中，最

难学的动作是压横叉。初

学时横叉基础不好，被压

到底的时候崩溃大哭，但

训练还得继续，我就一边

哭一边训练，庆幸自己没有

放弃，现在终于练好了！

妈妈：

还记得以前她总在台上

发脾气，练不好就很暴躁。

今年的变化很大，孩子学

会了苦中作乐，即便再不顺

利，她也会打起精神、保

持微笑，继续下去，这样

的精神让我很感动。

访谈

郴州市临武县第一完全小学六年级学生
2024 年湖南省少儿戏曲小梅花选拔展演个人项目（业余组）金花奖项获得者

小女孩有大梦想！13岁的她们告别童年，向少年出发

摄影：陈卫平

“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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