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艺术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本次艺术实践工作坊最大的亮

点是新增的“艺术与美丽乡村”主题，

工作坊通过农村景观设计、主题墙

绘、农副产品包装设计等，把更多艺

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推动

乡村发展的创意创新实践。在实践

过程中，也彰显了当代大学生在乡村

振兴中的责任与担当。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是双桥的灵魂。”川东乡村振兴规

划设计艺术工作坊的成员李慧指着

一个建筑模型说，这就是工作坊对达

州市达川区万家镇双桥村进行设计

和改造后的模型，通过植入巴文化使

传统村落活态再生，让双桥散发浓郁

的文化气息。

据了解，四川文理学院城乡规划

专业的同学将艺术与乡村振兴战略

结合起来，于 2018 年发起成立了“川

东乡村振兴规划设计艺术工作坊”。

该工作坊是集设备陈列、模型制作、

方案讨论、成果展示等功能为一体的

集中展示区域。目前，工作坊团队已

成立了两家公司，累计设计了 100 余

个景观设计图，和指导老师共同参与

设计了20余个落地项目。

李慧告诉记者，双桥村的改造项

目早已落地，为该村规划种植的银杏

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双桥

村还被评为 2019 年度四川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作为城乡

规划专业的学生，能将自己所学的知

识运用到实践中，为改善村民居住环

境、帮助村民发家致富贡献自己的一

点力量，让我很有成就感。”

“你闻闻，我们开发设计的菊花

口红是不是有一股清新的菊花香

味？”在南京农业大学“菊拾”艺术实

践工作坊，工作坊成员黄诚正在向参

观者介绍与菊花相关的文创产品。

该工作坊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点，

形成涵盖体验学习、规划设计、产业

赋能在内的全链条艺术实践活动体

系。该团队学生结合自己所长，通过

调研分析、规划设计、艺术创作等方

式，落地完成了贵州麻江药谷江村占

地 800 亩观赏菊花园的一期规划，开

发了菊花口红、菊花酒等一批特色创

意产品，设计了一批设计形象标识。

黄诚告诉记者，未来工作坊将继

续依托学校、学科优势，将艺术与专

业结合，充分发挥艺术在乡村振兴中

的助推作用，将美的体验和设计融入

产业扶贫中，为美丽乡村建设贡献青

春力量。

羊毛毡玩偶、羊毛毡鞋子……在

乡村的美丽与温暖——羊毛毡手作

用品工作坊，来自石家庄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的学生正在现场制作手

工艺品。该工作坊主动服务乡村振

兴，在乡村为羊毛毡创业、美化乡村

环境进行了积极尝试，不仅传承羊毛

毡手工技艺，还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增

收，对乡村进行了“造血式扶贫”。

在这次参展的工作坊中，记者发

现，不少高校还结合专业实践，探讨

乡村振兴在教学中的落实。例如，广

州大学“寻旧融新·海傍村河涌空间

设计”工作坊，就是对海傍村展开调

研和设计，希望在新的城市发展背景

下，重新定位乡村的作用，发现乡村

独特的美；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金山乡村营造坊”，则以“跨界·融

合·共享”的教学理念进行乡村人才

培养和乡村实践项目建设。

让艺术充满浓浓“科技味”
利用可穿戴科技让平面的非遗

刺绣立体化；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和

多媒体展示手段让历史建筑物“永久

保存”……本次参展的工作坊也充满

了浓浓的“科技味”，通过现代科技与

传统艺术的互促互融，为大学生构建

了科艺融合的跨学科培养机制。

如何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融

合？记者在上海大学可穿戴技术与

中国非遗刺绣创新实验工作坊了解

到，工作坊导师带领学生利用微处理

器、低温热塑性塑料等技术手段，完

成对可穿戴组件原型的制作，然后通

过软件，结合非遗刺绣中各地不同种

类的刺绣技艺与图案应用相结合，展

开创意设计，最终形成一批具有传统

技艺与现代科技、民族特色与现代设

计等特点相互交融的创意作品。

除了制作作品，工作坊还利用现

代科技帮助人们更好地传承非遗刺

绣的技艺。工作坊成员张世超说，比

如，在土族盘绣的技艺传承中，工作

坊采集了盘绣传承人的脑电波、肌

电、时长、用线情况等数据，可以帮助

学习者了解盘绣“师承”背后的数据

密码。“我们以人为核心的视角去设

计新的技术服务，就是希望让科技的

发展最终服务于社会。”

在福州大学飞驰人生工作坊，一

辆传统水墨搭配中国红的赛车引人

注目，一位学生正在模拟驾驶舱里驾

驶赛车。“这辆赛车从设计、加工到装

配调试，全部由我们工作坊的学生制

作完成。”团队负责老师彭育辉告诉

记者，工作坊发挥了学校工科、理科

和艺术等多学科优势，让学生在参与

实践中进行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培养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传承者。

在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设计

工作坊，新一代高速磁悬浮列车模型

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拍照。据

了解，工作坊与学校“轨道交通国家

实验室”接轨，聚焦于轨道交通工具

相关的人机工程学研究、乘员行为研

究等。团队成员专业涉及工业设计、

人机工程、用户心理等多学科领域重

点。学校为年轻的设计团队提供了

研究平台，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设

计活力，创造轨道交通的东方之美。

在会场，还有一个特殊的工作坊

团队，他们通过万花筒找到了与世界

对话的一种方式。在天津理工大学

聋人工学院未来智造设计工坊，那些

精美绝伦的万花筒都是由听障学生

自己设计的。团队负责老师表示，他

们在大量的创新实践中，结合聋人学

生的特点积极探索了聋健融合的工

作坊模式，为聋人学生创造了更多接

触社会实践的机会，也提高了聋生的

学习热情及就业能力。

新闻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xw@163.com2

JYDB

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殷樱 美编 李静

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术可以这样““““““““““““““““““““““““““““““““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探访全国大艺展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

■ 本报记者 殷樱 陈朝和

5月6日，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

坊暨艺术作品展览在成都开幕。

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 43 个大学生

艺术实践工作坊以“艺术的创意与

创新”为主题，分为艺术与科技、艺

术与校园、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美

丽乡村四个部分进行展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作为学生艺

术创意理念转化和表达的互动平

台，每一个工作坊或呈现出鲜明的

地域特色，或有科技感十足的智能

设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不

仅仅只有艺术美，还有很强的实用

性。大学生们将艺术、科技、生活

和美丽乡村相融合，将美育融入到

产学研各个环节，把艺术成果运用

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

（上接1版）

会议强调，学校体育美育要

顺应时代潮流、放眼未来国际竞

争，认清所处的历史方位、所承担

的历史使命、所肩负的时代责任，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始终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学校体育

美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落实中

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

精神，在思想观念上要实现移风

易俗，学校体育美育必须做到教

会、勤练和常赛（展），围绕体育美

育教法推进改革，探索形式多样、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组织

经常性、常规性的体育训练，开展

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竞赛、美育

展演；在改善办学条件上要实现

改天换地，开齐开足体育课、配齐

配好美育教师，切实加强学校体

育美育师资和场馆、设施、器材建

设，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生活，为

学生的成长成才全员全方位全过

程创造条件；在凝聚社会力量上

要实现众志成城，充分调动“师生

家校社”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

性，切实增强做好学校体育美育

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

会议要求，做好新时代学校

体育美育工作要突出重点抓住关

键，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

面提高对体育美育育人价值的认

识，体育美育对发展素质教育、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改革，要

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不动摇；要紧扣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全面推进体育美育教学改

革，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

果导向，把高质量作为检验标准，

从体制机制、结构类型、评价方

式、内在活力、保障措施等方面对

标检视，补短板、强弱项，突破制

约点和瓶颈因素，实现高质量发

展；要紧扣公平与质量促发展，全

面改善学校体育美育办学条件，

在软件上要推进体育美育教学、

课标、教材、评价等改革，在硬件

上要强化体育美育师资、场地、器

材等建设。软硬兼施、齐头并进，

促进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均衡，缩

小城乡教育差距，提速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释放教育创新与服务

潜力，促进体育美育公平发展；要

紧扣推进评价体系改革，激发师

生家校社多元主体积极性，改进

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

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在体育

上，实现引导学生养成良好锻炼

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锤炼坚强

意志，培养合作精神，在美育上，

促进学生形成艺术爱好、增强艺

术素养、培养美好心灵；要紧扣教

育现代化 2035 目标，努力构建德

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强化学

校体育工作，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合作能

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构建全面

培养体系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

会上，四川省教育厅、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山东

省教育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

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海南琼中女

足管理中心等单位围绕落实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

的意见》两个文件，和学校体育美

育改革发展情况，作了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

团中央相关司局负责人，各省级

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曾涛，身份证 （号码：
513723198807090433） 遗失
作废。

遗失启事

中南大学瑶族长鼓文创工作坊展区

（除署名外，本版图片由大艺展组委会提供） 海南师范大学艺术与美丽乡村工作坊海南师范大学艺术与美丽乡村工作坊，，学生现场展示竹器编织工艺学生现场展示竹器编织工艺。。((陈朝和陈朝和 摄摄））

四川文理学院川东乡村振兴规划设计艺术工作坊，学生向参观者介绍景观设计模型。 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设计工作坊展区(陈朝和 摄）

德宏职业学院傣族油纸伞工作坊，学生在现
场制作油纸伞。

南京艺术学院无障碍设计工作坊内，一位身着
头盔和手臂固定环的学生引人注目。（陈朝和 摄）

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