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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郑远

近日，每4年评选一次的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出炉，中国美术学院申报的

《以乡土为学院——扎根中国大地的艺

术教育实践》成为唯一一所入选高等教

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艺术院

校课题。

10余年来，中国美院始终秉承“以

乡土为学院”的育人理念，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艺术课程融入社

会进程，创设遍布全国各地的“乡土学

院”网络，构建起在社会现场中的实践育

人体系，持续推进“艺术教育与乡土社会

双向塑造”的艺术实践教学改革。

“艺术要联通人的身心。我们‘以

乡土为学院’，真正地把大学里的学科

知识与社会知识融会贯通，形成‘扎根

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格局。”中国美院院

长高世名表示。

下乡去，联通乡土与课堂
“让艺术走进生活，让生活更加艺

术。”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埭村白

桦崊手作园里这句醒目的话，也成了村

子里共同的文化追求。持续前来的中

国美院师生让长埭村拥抱了新生。因

为他们，长埭村有了无处不在的艺术元

素、随处可见的展览，艺术的浸润开始

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

自2016年起，中国美院公共艺术研

究院师生们就经常来到这里，投身于美

丽乡村建设。公共艺术研究院院长翟小

实说，师生们每到一处，吃住生活都和当

地村民一起，如此零距离接触、交谈、观

察，才能捕捉并体会时代的情感。

在中国美院，最具中国艺术学科特

色的“下乡写生采风”传统一直被保留，

并深化为田野调研与乡土重建的行

动。学校通过“社会调查”“田野工作”

和“社会素描”等一系列开放课堂，联通

起乡土与课堂。

如在设计学科，创新设计学院将

“设计人文田野”作为核心基础课程，把

知识点和实例讲解置于田野现场，直面

鲜活的人、事、图、文、物、场，探索解决

真实的问题。在建筑学科，风景园林专

业开设了“进入现场——景观建筑学初

步”的核心基础课程，以一个真实自然

场地的走、看、记录（速写、素描、拍照、

测绘）训练为开始，培养学生对地方和

场所的认知……

“贯穿大学4年的下乡课，已成为

中国美院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单

元式课程、嵌入式课程、分段式课程和

全链条教学，是大一到大四不同阶段的

主题内容，打通大学4年的校内外知识

链，弥补了过去下乡实践碎片化、流程

化的不足。”成果奖负责人、中国美院教

务处处长陈正达介绍，更为关键的是，

这门课程不是独立的单元或章节，而是

将课堂与社会深度串联，融入社会学、

民俗学等学科知识的育人新现场。

开放课堂还是一堂星空之下、田野

之上的思政课，让学生充分感知国情民

情，树立强烈的家国情怀。按照要求，

学生下乡回来后完成“一生一本”展，需

要进行现场汇报，学校二级学院组织教

师团队进行评审。而带队教师下乡回

来后，同样要将每堂课进行现场展示，

开展教学研讨。

大地上，构筑遍布中国的“乡土学院”
陶艺、珐琅、漆艺……8月初，在龙

泉的一间陶艺教室，来自中国美院的

10名学生和14名龙泉青瓷行业人员，

在导师的引领下，探索着瓷艺的创意世

界。类似的课程，这个夏天共有5期，

每一期都有中国美院的师生现场参

与。导师带领龙泉的学员们用不同的

工艺和材料，探索艺术。

前不久，龙泉市政府与中国美院的市

校深度协同合作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学院

龙泉研究院”正式揭牌。它标志着双方合

作进入全新阶段，同时意味着中国美院

“乡土学院”网络再添一块版图。

2011年至今，中国美院结合校地战

略合作项目，整合写生创作、文化传承、

学术研究、产教融合、公益服务5种类型

的教学实践点200余家，构筑起遍布全

国28个省区市的“乡土学院”网络。

这些“乡土学院”构筑起一个遍布

全国的美育网络，师生根据不同的专

业特点和优势寻找对应的教学实践场

所。目前，已有8万余名师生奔赴全国

各个教学实践点开展实践活动，其中

“千村千生”基层志愿服

务项目至今已连续开展

20余年并获评全国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参与全国

城市美学、特色小镇、美

丽乡村建设提升服务项

目500余个，其中多个乡村振兴项目

获得国家部委奖项。

“面对日益壮大的‘乡土学院’网

络，学校已出台乡土网络管理办法，全

力支持“乡土学院”网络的规范化建

设。同时，针对这些基地进行综合性评

估，分成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4个

层次，提供帮扶与支持。”陈正达表示，

在此基础上中国美院从中遴选试点，在

福建宁德、四川凉山、浙江龙泉等10余

个地区授牌“乡土学院”。

在四川大凉山，“凉山乡土学院”长

期扎根，从彝族天文历法、古彝文字与

中国上古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寻找

突破口，剥茧抽丝还原古彝族文化，创

建非遗教学体系，为当地幼儿园教师做

师资培训；在福建宁德，构建以乡村美

育、乡野艺校为特色的“宁德乡土学

院”；在上海，有着以江南手工艺复兴为

特色的“金泽工艺社”；在台州仙居，成

立以基层干部的乡土美育、乡建培训为

特色的“仙居乡村振兴学院”……

“‘乡土学院’网络架构起了感知社

会、参与社会的教学毛细血管，使学院

与社会互为智库。”高世名表示，学校将

会沿着既定的方向继续开拓进取，不断

推动艺术教育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直面

时代需求、推动社会创新的有为之学。

□王海稳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党

在新时代开展的一项凝心聚魂的重大

工程。高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培根

铸魂的主要阵地，与主题教育的价值意

蕴和实践要义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一致

性。加快推进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高

校思政课守正创新的效果，是新时代办

好高校思政课独具的新胜势。

主题教育净化教师“主力军”
办好高校思政课关键在教师。坚

持教育者首先受教育原则。开展主题

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广大高校思政课教师，帮助

他们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通过在高校思政

课教师中广泛、全面、深入地开展主题

教育，推动广大高校思政课教师政治更

强、情怀更深、思维更新、视野更广、自

律更严、人格更正，帮助高校思政课教

师自觉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

使命和岗位责任。

主题教育活化课程“主战场”
课程是高校思政课的“主战场”，也

是高校主题教育的“主战场”。高校课

程包括了思政课程和其他课程，耦合二

者的育人功能，实现同向同行、协同育

人显得尤为重要。在教师层面，思政课

程与其他课程同向育人、协同育人的认

识基础、思想基础、价值基础不断建立

并夯实。在育人元素层面，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共同的

思政元素嵌入高校思政课和其他课程

的课程体系中，高校思政育人元素得以

统一建立，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同向同

行、协同作用的育人元素全面激活。

主题教育创化课堂“主渠道”
办好高校思政课要用好课堂这个

主渠道。开展主题教育为高校思政

课课堂教学与改革提供丰富资源和

新式方法。通过主题教育，广大高校

思政课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视野更

为开阔，格局更为宏大，能够与时俱

进地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来

开展高校思政教学、推动高校思政课

教学改革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学改

革创新要遵循主题教育所树立的政

治价值观、政治立场，运用主题教育

所崇尚的科学方法来有力应对新一

轮科技革命。在巩固传统线下课堂

的同时，积极探索智慧课堂、数字化

课堂、移动课堂等在高校思政课课堂

教学中的场景应用与现实生成。全

面提升高校思政课的延展性、交互性

和亲和力，继而打造“体验式”“混合

式”与“专题化”“社会化”“信息化”一

体的“两式三化”课堂。

主题教育优化实践“主阵地”
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必须坚持理论性

与实践性相统一。主题教育鼓励广大师生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大行实干实践之要。通过课内实践与社会

实践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社会，既

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高校要为广大师生

参加社会实践提供指导、搭建平台和优化保障。各高

校要结合主题教育的成果，坚持实践驱动，以学促行、

以育化行，努力将广大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作者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教授）

本报讯（通讯员 宋 超 李佳珊）
随着杭州第19届亚运会逐渐临近，宁

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大四女生沈小语

紧张而又兴奋。因为她即将前往象山，

担任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的裁判。

沈小语就读于宁大科技学院社会

体育专业，是00后。谈起获得裁判资

格的原因，沈小语感慨万千，其中有实

力也有幸运。“我姑姑是一名帆船运动

员，受到她的熏陶，我从小酷爱运动，涉

猎范围也比较广，凡是运动项目我都想

去尝试一下。”沈小语说，2021年，机缘

巧合之下，她报名参加了浙江省帆船帆

板裁判员培训班，经过一系列理论知识

学习和水上操作实践后考取了国家二

级裁判员的证书。今年8月，她又前往

嘉善参加了专业培训，获得了国家一级

裁判员的证书。凭借此证，沈小语正式

入选为杭州亚运会裁判。

在同学们眼中，沈小语不仅面容姣

好、身材高挑，还是个非常努力的“斜杠

青年”。作为一名体育专业学生，她在

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之余，还积极参加

校外的裁判员培训及比赛，取得了15

本与体育相关的证件。游泳指导员证、

救生员证，田径、篮球、皮划艇、赛艇、龙

舟、桨板裁判员证……每一本都是她多

年来辛苦付出的见证。

考取证件的同时，沈小语也非常注

重实操经验的积累。进入大学以来，她

参与了8场帆船帆板省级运动赛事的

裁判工作，虽然年轻，裁判经验却很丰

富。“这些赛事的裁判都是我的前辈。

他们经常鼓励我，也教给了我很多教材

里没有的专业知识。”沈小语说，每次参

加完一些大赛，她都会成长许多。

据了解，亚运会帆船项目比赛于9月

20日至27日举行，19个国家的130余名

帆船运动员将角逐14枚金牌。沈小语表

示，自己会在17日前往象山帆板中心开

始裁判员的准备工作，“这是个非常好的

机会，能让更多人了解帆船这项运动。

我也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圆满完成裁判

工作，为亚运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手持15本体育证件 多次担任省赛裁判

宁大科技学院学生当上亚运裁判

本报讯（通讯员 刘 健 池莉莎）
近日，温州医科大学药学院迎来了376

名新生，忙碌而有序的报到人群中穿梭

着12名身穿军队作训服的特殊群体。

“同学你好，我是闪‘药’橄榄绿退

伍军人服务队的成员，行李交给我，请

跟我来！”药学院药学专业2023级新生、

退伍士兵吴委一边介绍自己一边麻利

地扛起沉重的包裹，带着报到的新生走

向寝室。

据了解，迎新现场中的这群志愿者

来自药学院闪“药”橄榄绿退伍军人服

务队，其中有8人是2023级新生，他们

主动申请提前两天到校，积极投身迎新

志愿服务工作一线。报到高峰期，虽然

忙得满头大汗，但他们依然热情洋溢。

“我们都是在热血军营中淬炼过的大学

生，会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

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中继续贡献力量，让

身上的‘橄榄绿’更加亮丽。”队长应嘉

轩慷慨激昂地说。

目前，退伍军人服务队共有成员22

名。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建波说，学院

党委将着重打造该服务队品牌，围绕国

防教育、红色宣讲、传承红色基因等方

面开展富有成效的退伍大学生志愿服

务活动，让退伍士兵由学生变成爱国主

义教育的“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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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级新生入学之际，浙江广厦建设职业
技术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工程造价系党支部在各公
寓迎新点开展新生入党启蒙教育，为新生提供入党
咨询，帮助新生迅速了解党的基本知识、入党的程
序等，引导新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本报通讯员 胡扬辉 陈敏俊 摄）

编者按：日前，教育部公布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1998项成果榜上有名。本次获奖项目充
分体现了近年来广大教育工作者在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严谨笃学、教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即日起，本
报推出《“浙”里高校教学成果巡礼》栏目，遴选浙江部分获奖高校优秀案例，以飨读者。本期推出第一篇——

中国美院：扎根中国乡土的美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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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 尧 甜）
近日，浙江农林大学与杭州市临安

区人民政府签署了第二轮区校合作

共建协议，推动区校融合发展再上

新台阶。根据协议，双方将坚持“互

惠互补互利，共建共享共赢”原则，

围绕临安产业强区战略目标，深化

产业与人才、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等方面合作，合力打造校地融合发

展新典范。

据了解，2018年，浙农林大与临

安区开启全面战略合作，结成了校地

命运共同体。5年来，双方立足自身

的定位和优势，在创新引领发展、文

化繁荣兴盛、乡村共富建设、人才招

引培育等方面寻求突破，引才育才成

效显著，乡村振兴协同推进，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合作共建更加深入，“区

校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此次新一轮的区校战略合作协

议的签署，标志着校地合作步入了

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加务实的新

阶段。双方将持续凝聚“区校命运

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奋斗共同体”

的高度共识，全面深入推进区校合

作事业，更高水平推进“吴越名城·

幸福临安”建设，推动临安经济社会

和浙农林大高质量发展。

浙农林大与杭州临安区政府深化校地合作 温医大：退伍兵哥哥投身志愿服务

迎亚运 健康行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杏林艺术团走进社区开展
“迎亚运，健康行”快闪演出及科普讲座活动，营造全民
迎亚运的浓厚氛围。图为学生们唱跳表演杭州亚运会
志愿者主题曲《等你来》。

（本报通讯员 袁维琪 陈晨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