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文视线

记者 刘慧 通讯员 王全吉

本报讯 丽水松阳一群踩着
高跷的舞者来了，舞着人们熟悉
的马灯舞；杭州桐庐穿着畲族盛
装的小伙子来了，敲起了激动人
心的大鼓；舟山群岛新区的舞
者来了，带着渔家女子的快乐
笑声⋯⋯连日来，1000 多名热
爱舞蹈的人们，踏着音乐的节
奏走进秋日的温州，共赴一场
全省群众舞蹈的精彩赛事。

本次全省舞蹈大赛由省文化
厅主办，省文化馆、温州鹿城区政
府承办。在鹿城文化中心，在温
州大剧院广场，曼妙动人的舞姿，
精彩纷呈的舞蹈，成为这个深秋
最美的文化风景。

群众唱主角
群众舞蹈盛宴，群众唱主

角。参赛的 1000 多名表演者来
自各行各业，他们中有农民，有退
休干部，也有进城务工人员，还有
社区里爱跳广场舞的大妈。舞蹈
本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如今在这
个灯光铺泻的舞台上，他们以美
丽的肢体语言，讲述动人的生活
故事，抒发美好的情怀，具有浓郁
的时代气息。

群众唱主角，还体现在本届
舞蹈大赛表现火热生活，反映寻
常百姓的喜怒哀乐。宁波镇海的

《庄市鱼市早》、三门的《蟹乡情》、
金华老干部局的《球场夕阳红》，
生动演绎了充满情趣的百姓日常
生活。

温州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城
市，生活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
者。温州鹿城区文化馆选送的

《城市乐章》，表现的是进城务工
人员走进城市生活的最初感受。

现代农民的时尚生活，也成
为舞蹈表现的内容。嘉兴市秀洲
区文化馆选送的《村姑的美丽生
活》，以该区王店镇“村嫂摄影队”
为原型，以欢快、逗趣的舞蹈形
式，表现了一群爱美爱自拍的现
代村姑用镜头记录身边美好事
物、记录农村美丽生活的故事，极
富感染力。

风情扑面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

方的舞蹈与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在本次全省群众舞蹈
大赛中，浓郁的浙江地方文化和
地域风情扑面而来。温州鼓词是
流行于当地的民间表演艺术，深
受人们的喜爱。《爷爷教我学鼓
词》讲述的便是温州鼓词的传承
故事，舞蹈生动演绎了一名女孩
在鼓词的浸润下，爱上鼓词、传承
鼓词的经历，使在场观看的温州
市民备感亲切。

广场舞《江山手狮》《乔司莲
湘》《山边马灯赛花季》等作品，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些草根

舞者以朴拙的舞蹈、本色的表
演，展示了我省民间舞蹈的源远
流长，展示了民间舞蹈的传承与
发 展 。 来 自 温 州 平 阳 的 舞 蹈

《传》表现提线木偶这个民间艺
术在当代的传承，《水墨清舞》则
以灵动的舞姿，表达对于传统水
墨写意艺术的理解。这些如诗
如画的舞蹈，以独特的方式，向
传统民间艺术致敬。

真情在生活
精彩的舞蹈过目难忘。作为

一场高水平的全省群众舞蹈大
赛，不少舞蹈作品让观众大饱眼
福，让评委颇为惊喜。

宁波海曙区文化馆的舞蹈
《阿婶合唱团》，形式感独特，具
有鲜明的群众舞蹈特点。这个
舞蹈表现的是社区里的阿婶合
唱团日常排练的场景，编导用
心 挖 掘 排 练 中 富 有 意 味 的 细
节，构思精巧，整个舞蹈以合唱
队形铺排下来，担任合唱指挥
的老伯与合唱队员之间充满情
趣的互动，以及队员间的嬉戏，
都被巧妙地融入到舞蹈中，鲜
活而充满情趣；更可贵的是，这
个舞蹈的表演者是一群 50 多岁
的大妈和一位 68 岁的老伯，充
分 展 示 了 群 众 舞 蹈 的 精 彩 魅
力。来自舟山群岛新区的《天边
的号子》，运用了渔船上的橹这
个道具，产生了耳目一新的艺术
效果。台州市路桥区文化馆的

《宅门、女人》，则以调度见长，舞
台上流动的老宅门很有画面感，
又意味深长。

省文化馆馆长刁玉泉说，群
众舞蹈之所以充满了活力，是因
为它根植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
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是群众文艺创作永恒的路标。

舞蹈盛宴，群众唱主角

舞蹈《爷爷告诉我》。周建树 摄

舞蹈《钱江盐歌》。 周建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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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11月4日讯
记者 王婷 通讯员 张野南

今天，来自清华、北大、南开、
浙大等知名高校的学者齐聚浙江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研讨“当
代中国大学精神建设”。

“大学作为精神高地，肩负引
领社会风气的责任，青年学子更是
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期，
其价值取向决定着未来整个社会
的价值取向。”清华大学党委副书

记邓卫说，在大学精神式微的当
下，大学精神不能缺钙，大学要积
极探索大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有机契合。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少波认
为，大学精神的建设不完全是象牙
塔内部的事，还必须响应社会的需
求和脉动，引领起社会的精神潮流。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书记俞步松建议，专业教育要与人
文教育融合渗透，在大学精神的引
领下和谐育人。

寻找中国大学精神

通讯员 王汝菲 王曼霖 记者 王婷

本报讯 这几天，浙江工商大
学的商业银行管理课上，来了一位
新老师—— 杭州一家银行的彭经
理。按照既定的教学大纲，彭经理
讲授了银行贷款前、中、后各环节
的操作规程。这是发生在该校“实
务精英进课堂”的一幕。

“前一段时间老师对贷款理论
知识进行了系统讲述，加上这次实
务老师实践操作层面的介绍，我对
银行贷款业务理解得更透彻了。”
听完这堂课，大四学生倪旻觉得受
益匪浅。

枯燥的专业课、拥挤的大班授
课、数量众多无从选择的选修课、

“注水”课程⋯⋯以往的高校课堂
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今，这些问题
都将逐步改善，高校课堂将以一个
新面貌呈现。

实务课堂

近日，《浙江省高校课堂教学
创新行动计划（2014 年—2016 年）》
面世，按计划要求，为解决目前高
校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快
推进课堂教学创新，我省高校将采

取大班和小班、长课和短课有机结
合的方式开展课堂教学，不断提高
小班化教学占总学时数的比例；扩
大推进分层教学，帮助学生根据自
身兴趣、学习能力、职业取向选择
学习层次；强化实践教学，完善标
准，逐步加重实践教学的比重。

“实务精英进课堂”正是浙江
工商大学课堂教改的一个重要部
分。据浙江工商大学教务处处长
刘海生介绍，各专业每学期安排两
次“实务精英进课堂”，课程类别包
括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进课
堂的“实务精英”通常为企业高管，
他们经验丰富，并结合各自行业对
人才的需求及岗位实际，把实务前
沿知识嵌入课堂教学。浙江工商
大学还从今年起为本科生配备了

“学业实务导师”。迄今为止，已有
62 名学业实务导师走进校园，以座
谈会的形式与学生畅谈行业经验。

“我们的实务导师是一家集团
的财务总监，他提出的‘行业化财
务设计型人才’理念对我很有启
发，使我学会了在原有的‘会计思
维’基础上运用‘业务思维’来指导
学习，就业方向也更加明确。”财会
学院大三学生蒋璐洁说，原先的学
习模式像“散打”，现在则是“瞄准

打”。
“从学生的反馈和就业率来

看，‘实务精英进课堂’效果非常
不错。目前，我们要让‘实务精英
进课堂’、‘学业业务导师座谈’等
形式成为学校课堂教学的一种常
态化体系并大规模推进。”刘海生
透露。

翻转课堂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和浙江中
医药大学等高校也在尝试类似的
课堂教学改革。杭州电子科大推
行了本科分类教学，在尊重学生意
愿的基础上，把学生按照培养目标
和培养方向分成若干类别，分门别
类地建设不同的专业课程，加以针
对性的教学；整合专业核心课程，
建设成“老虎课”，并提高通识课程
的水平，挤掉“水课”。

此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还利
用教育信息技术“翻转课堂”，以信
息化手段加强课堂互动。在课程
评价上，也以学习能力和毕业能力
评价为成绩评价导向，减少期末试
卷考试占总成绩的比例，突出实践
性环节的成绩评定，提高创新能力
在相关课程成绩中的比例。

实景课堂

浙江中医药大学则不仅在选
课上给学生更大的自由，还努力搭
建“实景”课堂，目前的大学英语课
程设置了公共模块和 6 个专业特色
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
兴趣自由选择特色模块，也可以根
据自己的课程安排，在不同的时间
段来选修这些特色模块。

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浙江中
医 药 大 学 致 力 于 让 课 堂 进 入 医
院。除了利用杭州市区的附属医
院师资，还调动全省范围内的师
资，集合全省最好的医学专业，如
温州的中医妇科、嘉兴的中医眼
科、富阳的中医骨伤科、衢州的针
灸科等，将一个班级的学生分成 4
个小组，每组 7 人左右，分配到各个
医院，开展实践教学。

对于中药学专业的学生，每
年暑假，老师会带领学生进入天
目山寻找中药资源，观察中药的
生长形状、生长环境，采集原始数
据，获得第一手资料。这样一来，
学生们既对中药植物有了鲜活的
感性认识，也为今后开展中草药
栽培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省高校加重实践教学比重

企业高管上讲台
我省高校加重实践教学比重

企业高管上讲台

大学的脸悄悄在变

本报杭州11月4日讯
记者 童桦 通讯员 林莉

今天，省卫计委启动“健康浙
江”微博、微信矩阵，标志着我省卫
生信息发布跨入了新媒体时代。

“健康浙江”有工作动态、权威

发声、健康贴士、实用信息等 6 大版
块，关注“健康浙江”的用户可以从
中看到全球、全国卫生计生的重要
动态信息，有关国计民生重大政策
的权威解读。用户还可以通过该平
台了解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保健
养生知识等。

微信发布健康浙江

通讯员 徐卫民 严敏 记者 童桦

本报讯 48 岁的杭州市民老
张从非洲回国没几天就发烧了，接
诊的医院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疾控中
心并进行个案调查，老张的血液立
即被送往实验室检测。检验人员很
快在血液中找到疟原虫，原来，他得
了疟疾。

疟疾俗称“打摆子”，是经蚊子
叮咬而传播的寄生虫病，属于非洲
常见的传染病。疟原虫破坏人体血
液里的红细胞，导致人体贫血，严重

的使人抽筋、意识模糊甚至死亡。
目前，杭州的疟疾病例均为外

出感染和外来输入病例。杭州疾控
中心地防所所长徐卫民建议，市民
去非洲等地，应携带抗疟药品和蚊
帐、驱蚊剂等防护品，在野外作业时
要涂抹防蚊剂，最好穿长袖长裤，尽
量避免在野外露宿。此外，回国入
境时，如出现发热、发冷、头痛、出汗
等症状，应主动向口岸检验检疫人
员申报，以便得到及时救治。回国
后一个月内，如出现上述症状，应及
时到医院就诊，便于医护人员排查。

出国谨防感染疟疾

记者 吴孟婕

本报讯“花花世界——陈子胄
绘画作品展”将于 11 月 6 日至 10 日
在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展出，展
览由澄·旬艺术机构和杭州方舟文
化策划联合主办。

陈子胄为浙江当代油画院副院

长，现任职于浙江美术馆，其作品多
次发表于《美术》《中国油画》等学术
核心期刊，并被国内外艺术机构和
个人藏家收藏。本次展出的 50 余
件油画、国画作品，以花鸟题材为
主，用轻松惬意的构图、通俗化的绘
画语言，表达对自然和生命的礼赞，
尤具艺术感染力。

趣笔勾勒自然世界

通讯员 葛丽敏

本报讯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工
商管理系的学生，近日参加了省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主办的“红旗会师
北高峰”活动，同学们团结奋进，勇

攀高峰，与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
东分会、江南专修学院分队、浙江大
学城市学院分队等在山顶成功会
师。大家在一起忆老战士的光荣岁
月，扬前辈奋斗的精神，激发了同学
们的爱国热情和信念。

学子重温光荣岁月

温州龙湾吉夫图书馆由意大利归侨马振忠出资建造，使外来务工者子弟放学后
有了一个学习的好去处。图为放学后，孩子们跟图书馆老师一起吟诵《论语》。

本报记者 吴元峰 通讯员 余昊翔 摄

记者 刘慧 通讯员 祝斌斌 胡小飞

本报讯 由省群众文化学会、省
文化馆主办的浙江省第十六届公共
文化研讨会近日在衢江区召开。群
文专家、工作者走进衢江区廿里镇
六二村文化礼堂、横路办事处童何
村文化礼堂等，实地感受了衢江区
文化礼堂建设的成果。

六二村是明朝针灸大师杨继洲
的故里，而该村的文化礼堂也围绕
着针灸文化来建设。在杨继洲中医
文化馆内，从针灸起源、发展，展示
着中华针灸文化的脉络，整个礼堂

就是一部乡村文化传承史。
目前，衢江区已建成农村文化礼

堂 55 家，秉持着“一村一品、一堂一
色”的规划，衢江区将文化礼堂建设
与特色文化村落保护、开发相结合，
一张承载着乡村记忆、极具地域文化
特色的衢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图景
已然成形——茶坪的流水与烟雨，织
就生态田园生活图景；王车塘的家族
传统与孝文化，成就了诗礼传家的典
范；洋坑村非遗馆，让更多的人了解
被湮没的乡村历史。那些沿着衢江
撒落在乡野的一座座文化礼堂，无疑
成为乡村文脉延续的最佳载体。

延续乡村历史文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