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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校园巡礼

□记者 刘驰 通讯员 范希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近年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在艺术类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与上海市松江区、青浦

区以及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等开展政校合作，师

生深入参与各方面乡村振兴计划和实践活动。

政校合作共建项目
教学实践服务相长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秉承“需学研产用”一体

化的教学理念，探索服务社会、融入社会的开放

办学模式和产学合作、资源共享的人才培养模

式建设。在教学研究的价值理念建构时，学校

发挥独特的学科优势和文化资源，服务于乡村

振兴战略。在政校合作的框架下建构教学，坚

持校内教学和校外实践相结合的育人模式，将

服务地方乡村发展，培养乡建文化产业发展的

复合型艺术人才作为宗旨。

2008 年起，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与浙江安吉

报福镇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环境设计教学

团队将报福镇乡村建设作为研究课题纳入《地

域振兴设计实践》教学计划，贯穿于学期项目制

课程中。经过多年深入地理、人文、产业的实践

开拓，逐渐将报福镇产业中心从竹制品加工业

转化成为竹主题文化旅游业，学期课程同步建

立周期性项目合作关系，经团队与镇政府紧密

合作孵化产生了“开竹节”等品牌文旅节庆和竹

手工艺系列文创产品。

“双师”引领丰富教学
培养地域文创人才

艺术融入乡村文化建设和人才建设，唤起

乡土乡愁，树立文化自信，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创

新思路和重要内涵。“双师制”教学是上海视觉

艺术学院在复合型人才培养中一直坚持的教学

模式，在服务乡村振兴的建设中，将当地的民艺

家、文化工作专家以及长期工作在乡村建设领

域的专家引入课堂，通过工作坊、研讨会、远程

教学互动等多种形式丰富教研的广度和深度。

在“双师”队伍的教学指导下，同学们深耕实

地，完善地方性文创实践。《泗泾之纹》这本书是课

程《品牌形象设计》的教学成果，书中记录了泗泾

老街建筑窗格、屋瓴瓦片、街沿石板上多达千种

的纹样，就像是古镇的纹身、魂魄，更是有关泗泾

的历史沉淀。教学研究项目的探索和演变让本

地居民也参与进来，师生和古镇村民一起用艺术

的手段转化当地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源泉。如今，

《泗泾之纹》已成为泗泾文化品牌的DNA，并以此

衍生出属于泗泾和适应现代日常生活的文创产

品，文化的内发性与生命力在乡村文化品牌建设

中获得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建设跨专业课程群
构建“需学研产用”平台

在教学实践中，学校实现跨学院跨专业协

同，将多样的艺术设计策略系统接入产业振兴、

人居环境、乡村文化，激发以乡村元素为特色的

文创产品开发和文化建设，推动产业升级。

“为民生而设计”的价值观统摄课程教研与成

果产出，不同专业的教师、学生和负责乡村振兴的

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完成同一个课题。

校环境设计专业的范希嘉教授和美术学院

雕塑专业的杨冬白教授进行跨专业合作，带领

学生团队深入青浦区林家村，共同参与林家村

的文化生态建设，以艺术为引领，倡导中医养生

为核心的生活，将人文艺术展览、名家工作室、

村落民俗、农耕交流等环节串联，构建中式乡村

生态体系，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建设现代化

美丽乡村。结合上海市教委的文化创意产教融

合引领项目《创新艺术人才跨界培养课程和作

品创意孵化平台建设》项目，师生团队融合跨学

院课程群，完成了林家村“让艺术留住乡愁”“稻

香节”系列活动策划方案，提升林家村的文化旅

游品牌形象。

学校为学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就

业平台，以校科研部、继续教育部为纽带，建立

教学实践基地项目资源库。通过整合各专业的

校友资源进行乡村振兴项目对接，深入乡村振

兴课题，为乡村振兴艺术人才的终身研究、学

习、提升提供支持。

在多维度的教研实践中，上海视觉艺术学

院的学子们充分运用知识与技能投身社会创

新，将艺术与设计谱写在乡村的大地上。在提

升乡村文化内涵、重建乡村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的同时，提高乡村的“造血”功能，推动当地产

业经济发展，为乡村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梅） 开心果壳、麦秸秆、饮料

瓶、废旧木板和纸板……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废旧物

品在小小读书郎手中会变出什么花样？2021年松江

区中小学劳动教育成果展评（小学组）日前收官。经

市级劳动教育专家层层筛选初评，以及网络评比，最

终，从211件作品中评出“十佳人气奖”。

在“十佳人气奖”《月下的梅花》中，粉红的梅花在

枝头翘首争春，如不仔细观察，很难将之与开心果果

壳联系起来。“开心果果壳除去内膜，用热熔胶依次粘

连成花朵或花蕾，再用玫瑰红水粉颜料添加少量白乳

胶，加水调和成浓度适宜的染色液，最后进行两次染

色并晾干。”说起制作方法，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

语学校学生王艺霏头头是道。在指导教师刘玮看来，

一件精美的作品是劳动成果的呈现，其制作过程则培

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磨炼了学生的意志力。“对于小

学生而言，用铁丝固定花枝、用热熔胶固定底座等精

细化操作相对较难，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刘玮说。

除了巧妙的构思与创意，工匠精神也在孩子们

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榫卯座椅、液态抓斗机、

便于拆装组合的篮球架、上千张彩纸折组而成的地

球仪等作品在展评中收获了满满的点赞和好评。松

江区劳技中心教导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往年相比，

本次展评活动增加了教师劳技课程“微视频制作”项

目，211件劳动成果中包括39件教师作品。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区教育局主办，松江教育学

院研训部协办，区劳技中心承办。长达两个月的展

评活动共吸引了全区43所小学的师生报名参加。常

态化疫情防控大背景下，相关组织单位还特别开设

了网络评比通道，参与度和活跃度不降反升，“十佳

人气奖”第一名投票数达2028票。

①《麦秆画——杏花》

②《月下的梅花》

③《南湖红船》 通讯员 摄

一个4岁的小男孩比较喜欢弹钢琴，妈妈立

马就花高价请名师作“一对一”教学，并声称：我

们家孩子以后一定能成为钢琴家；一个5岁的小

女孩被老师夸奖“有绘画天分”时，妈妈立刻给她

报了一个绘画精品班，让大师级的老师进行专业

辅导，但小女孩却越来越不爱画画了；一个3岁孩

子的妈妈，幼儿园开学第一天就去食堂品尝伙

食，然后马上给园长提意见：“这么难吃的饭菜也

能让孩子吃？”其实饭菜都是经过营养师精心搭

配的，没有任何问题。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

高，“过度养育”现象在国内似乎已成“燎原之势”。

许多孩子的个子都已经超过父母了，而且

家距离学校才十几分钟的路程，却还要父母接

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1.75米左右的男孩，坐在

白发苍苍的爷爷的电瓶车后，脚都拖到地面

了。如果问这些家长：“孩子这么大了，家离学

校又这么近，为什么还要接送？”他们的回答都

出奇一致：“路上不安全。”

父母对孩子的“过度养育”简直已经到了疯

狂的程度。那么，父母为孩子付出了那么多金

钱、时间和精力，孩子是否会成为特别优秀的人

才呢？答案却是否定的。那些被“过度养育”的

孩子表面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其实却那么的

不成熟和不堪一击，因为他们严重缺乏“独立生

存能力”。

由于父母过度干预孩子的生活，过度为孩子

包办，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会变得非常弱，经不起任何挫折和失败，更别

说面对人生的巨大变故和磨难了。这些孩子迟

早会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因为生活中的困难

实在太多了，多到父母来不及一一替他们解决。

为什么会存在“过度养育”？因为父母总是

不相信孩子能自己独立做事，不相信孩子能成

才（除非他们干预），不相信孩子是足够强大

的。所以要破解“过度养育”这个难题，唯有一

个办法，便是父母学会对孩子放手。

临床心理学博士玛德琳·莱文结合自己 30
多年来的研究和实践调查发现：高分、奖杯甚至

是优渥的家境，并不能给孩子带来真正的成

功。她在《给孩子软实力》一书中写道：孩子生

活中潜伏的最大危害，并不是街上的陌生人和

从天而降的偶然事件，而是父母为孩子做得太

多，结果导致他们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被“过度养育”的孩子长大后，会对家庭生

活更加不满，生活不幸福，抑郁水平也会比其他

人更高，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缺乏自主和能力。

父母对孩子的所有养育都是为将来的“分离”做

准备的。孩子独立所需要的一切能力和心理素

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生活中的每一

件小事锻炼和磨砺出来。“过度养育”就是剥夺

了孩子成长过程中一切锻炼独立能力的机会，

令孩子无法独立。

无法独立的孩子究竟有多痛苦？他们内心

渴望独立，却不知如何独立，也不具备独立的能

力；他们渴望离开父母，却因为没有生存能力而

不得不继续依赖父母，虽然感觉很窝囊，但无可

奈何；他们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却因

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对自己的充分了解而无

从下手，不知所措；他们渴望建立自己的家庭，

却不知担当为何物，不知如何经营，从而无法获

得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渴望美好的亲子关系，

却因为不懂得如何与孩子交流，不懂得如何做

合格的父母而焦虑不堪，又把孩子交给自己的

父母继续“过度养育”。他们看着这样的恶性循

环代代相传，却无能为力，极端无助，陷入痛苦

的泥潭不能自拔，于是开始颓废和抑郁。

父母一定不希望自己付出了十万分“心血”

的孩子废掉、毁掉。《时代》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

里写道：你真的希望孩子成功吗？那就要学会

放手。当你松手了，他们才能飞得更高。拖他

们后腿的不是别人，正是父母。

乡土走进课堂 艺术唤起乡愁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融乡村振兴战略于教学实践纪事

本报讯（记者 王梅） 英文歌曲演唱比赛、英语词汇小达

人竞赛、英语戏剧表演、阅读巅峰赛……上经贸大附校花园

分校近日举办英语节，人人争当“演唱金话筒”“词汇小达人”

“戏剧全明星”的热烈气氛点“燃”了冬日校园。

据介绍，该项活动分年级开展，六年级举办英文歌曲演

唱比赛，七年级开展英语词汇小达人竞赛，八年级开展英语

戏剧表演，九年级开展阅读巅峰赛，各类别比赛均设初赛和

决赛。“初赛利用课余时间分散组织，学生们参与度很高，基

本实现人人参与。”上经贸大附校花园分校常务副校长高晓

红介绍，最终，六年级15组演唱选手登上决赛舞台，七年级24
名学生入围词汇达人决赛，八年级 7个班级登台演绎精彩英

语戏剧。

“每项比赛都丰富多彩，即便是看似简单的词汇小达人

竞赛也能玩出新花样。”活动现场负责人宋润敏介绍，词汇

小达人竞赛分为“音标拼拼拼”“单词大接龙”“词汇大比拼”

“一起来抢答”“看图说一说”。在“单词大接龙”环节，各个小

组通力合作，学生在比赛中体会到了小组协作带来的乐趣；

在“一起来抢答”环节，“凡尔赛”“逆行者”“饭圈”等网络热词

惊现赛场。“了解网络热词的英文说法，既培养了英语学习的

乐趣，又让大家感受到了英语的魅力。”参赛学生沈皓晨说。

让师生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英语戏剧表演。匹诺曹、王子

和灰姑娘、塞翁、木兰等经典人物被学生们演绎得生动形

象。扮演匹诺曹的学生王昕辰说：“参与戏剧表演的过程不

仅能场景化地运用英语这门语言，还能深刻理解戏剧人物的

精神内核。”

本报讯（记者 王梅） 新媒体时代，纸媒日渐式微成为不

争的事实，然而 2022年伊始，一份名为《大师报》的校园报纸

却在华政附校破茧而出。在 1月 7日举办的首发仪式上，当

校长张园勤道出“师本无大小之分，每位孩子都可以为‘师’，

都能成为‘大师’。一份有温度的报纸必将是发现学生闪光

点、赋能学生成长的温暖存在。期待大家成为有品味的读报

人、有造诣的报中人”的办报初衷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份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的校园报纸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呢？教师宋旭华介绍，《大师报》设封面人物、明德崇法、激扬

文字、翰墨飘香、绘画天地、科创之星、社团掠影、心灵视窗、

最美升旗手、劳动札记等版块，并开通了线上线下两个征稿

通道，不同版块的内容由不同的教师负责。美文佳作、普法

小故事、心理小贴士、绘画作品、书法作品、劳技作品、科技作

品、社团作品等均可在《大师报》找到展示的空间。

据介绍，《大师报》每月一期，首期报纸刊发了一至九年

级 18 名同学的作品。九（2）班学生孙昭萌成为首位封面人

物。“校园报既是展现自我的平台，更是关注、了解学校和同

学的一个窗口。”孙昭萌说，拿到报纸后，她迫不及待地翻看

阅读，从行云流水的书法、美术作品，到妙笔生花的美文美

句，从时政热点到校内趣闻，丰富多彩的内容让她大饱眼

福。“回到家，爸爸妈妈还通过扫描封面人物栏目的二维码，

观看了我接受采访的视频呢！”孙昭萌说。

“以儿童视角、为学生而办的报纸，是一份多元包容、有

温度、有热度的报纸。”学校副校长陈翔认为，一份报纸所承

载的不单是丰富多彩的内容，也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自信表达

的平台。她特别提到，《大师报》每一个版块的内容都基于学

生、贴近学生、面向学生，对稿件的内容与形式、篇幅与水平

未作严苛要求，重在鼓励学生发挥特长、展现真实的自我，从

而赋能学生成长。

本报讯（记者 刘驰 通讯员 董菁琳）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月7日下午，上海立达学

院举行乡村振兴学院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今后该学院将从

培育农业带头人、乡镇规划、农产品文创、培养输送村官等方

面，为乡村振兴战略培养和输送人才。

据悉，乡村振兴学院初步按照“一一五一方案”：即一院

（乡村振兴政策研究院）、一基地（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基地）、

五计划（乡村小学改造双百计划、乡村振兴美丽乡村D100计

划、特色乡村微游学计划、乡村振兴农产品推广计划、乡村养

老志愿计划）、一馆（乡村非遗博物馆）进行建设。未来，该学

院将积极发挥高校知识、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主动为乡村

振兴战略顺利实施作贡献、献智慧。

接下来，上海立达学院将在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松江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叶榭镇政府的指导和协作下，研究制定

学院建设规划，协同保证学院建设有序推进。上海立达学院

副校长蔡中奇介绍，此次成立乡村振兴学院，旨在更好融入

地方、服务地方，充分激发办学活力、提升内涵实力，深入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乡村振兴学院未来发展论坛，行

业专家共同探讨未来乡村振兴学院如何更加聚焦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如何把叶榭镇当地的特产、文化、人才与立达学

院的乡村振兴学院结合起来，把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

“过度养育”正在毁掉太多的孩子
□沈苇磐

争当劳动小能手 变废为宝打擂台
区劳动教育成果展评小学组收官

为乡村振兴战略培养输送人才

松江成立首个乡村振兴学院

“语”众不同 点“燃”校园

上经贸大附校
花园分校举办英语节

传播校园文化 赋能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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