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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佳妮/文 宁波美术馆供图

宁波美术馆作为宁波的文化地
标、艺术教育的窗口，公共教育每
年都会策划不同主题的展览活动。
时至今日，馆内已连续十五年举办
庆六一少儿艺术大赛、艺术工作
坊、美术馆之夜等项目，深受广大
市民的喜爱。如馆庆 10 周年艺术庆
生派对，以“中外艺术大师欣赏”
课开启，用彩色奶油与艺术蛋糕涂
抹，拼贴而成一幅梵高的作品 《杏
花》，分享给在场的 100 位小朋友，
即有创新多元化的教学形式，也激
发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又如 2019
年结合宁波本土历史文化策展的

“海丝之路·放飞梦想”，推出了角
色扮演、互动舞台剧“美术馆之夜
——印象海丝”，让大小观众耳目
一新，孩子们在学习传统历史文化
的同时更获得了创造性思维的开
发。此次活动吸引了 100 余户家庭
参与，其中包括 20 余户外籍家庭，

参与人数近 300 人，现场座无虚席。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和馆舍

提升改造工程，宁波美术馆闭馆长
达一年，但我们坚持闭馆不打烊的
理念，将公共美育主要阵地转移到
了线上。围绕“追寻宁波籍艺术家
们对关于宁波文化历史的共同记
忆，唤起观众对宁波本土文化的共
鸣”的宗旨，我馆策划了“静待

‘画’开·ONLINE：宁波籍艺术
家 馆 藏 展 公 教 系 列 活 动 ”， 通 过

“直播‘云课堂’”、电台广播、艺
术家写生直播等多种形式的线上主
题活动，来满足不同文化层次、不
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并与天一书
局等文化机构合作完成了多场寓教
于乐、寓学于乐的公教活动。

在 2021 年 疫 情 趋 于 常 态 化 之
后，宁波美术馆又自主策划全新公
共教育项目“艺术背后的故事”系
列活动，以小规模、限人数、多频
率为主要形式，围绕 《命运三女
神》《五牛图》《清明上河图》 等中

外名画赏析、生活艺术+等主题展
开。活动邀请艺术家嘉宾生动讲述
作品背后的故事，拉近了艺术与观
众的距离，使他们感受经典艺术作
品背后的独特魅力。不仅如此，宁
波美术馆还突破场馆空间，开展了
对外延伸的“外滩印象”系列公教
项目，项目以宁波美术馆为中心，
以毗邻美术馆的宁波老外滩为主
线，围绕外滩历史主题而进行的公
教活动。活动通过线上限量预约报
名，组成线下小分队走出场馆，小
分队在天主教堂体验彩色玻璃屋的
公教活动；在老外滩临江写生用笔
勾勒民国旧影，以此挖掘宁波美术
馆与周边历史建筑的联动性。市民
纷纷表示，虽然这些朝夕可见，但
通过这次公教活动，使观众感受到
这些历史建筑沉淀的文化底蕴。

在今年，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
而 策 划 的 “ 变 革 中 的 ‘ 别 样
红’——馆藏宁波籍艺术家纸本作
品研究展”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全国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尤其
是此项目中的“盲盒不‘盲’——
艺术解锁走一个”创艺活动，以
“‘盲盒’ 不‘盲’”呼应展览
中的“变革”一词，旨在用探索的
方式来展现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们，
在面对未知境遇时的迷茫与对国家
未来发展的期待。借鉴当下年轻人
热衷的盲盒玩具，活动以艺术知识
作为盒里内容，以盲盒的未知性吸
引年轻群体戳破“盲盒”一探究
竟，刺激他们反复观看。同时，活
动采用了别具一格的人机对话形
式，结合数字化影像、交互装置，
强化展品与观众间的联络与再创
造。这种自主式的公共教育活动让
观众实现自我学习和实践，在当前
疫情之下也能顺利有效的开展。

美术馆作为一个有着特定传播
目的和学习教育的文化场所，其公
共教育也有着特殊性，而自助式公
共教育则成为了疫情当下美术馆与
观众实现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何
为自助式公共教育？即美术馆围绕
主题设计场景和操作引导，让观众
自己动手来探索、认识艺术。这种
便捷式的艺术传播手法在“盲盒”
和“交互空间”活动中显然激发了
观众的参与性，也为美术馆在传播
和教育效果的探索上提供了方向。

近期正式开放的宁波美术馆艺
术教育中心，又将是公共教育的一
个前沿阵地，它不仅承担着展览的
职能，定期开放各类艺术展览活
动，开设国画、书法、版画、陶艺
等公益课堂。同时还担负美术馆艺
术普及推广、志愿者团队培训等公
共文化服务。通过互动性、沉浸式
公共教育，让孩子们牢固树立“与
时 代 同 步,文 化 引 领 社 会 新 风 尚 ”
的使命意识。这对当前深化教育改
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
育方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宁波美术馆通过丰富多彩的公
教主题活动，加快推进大众的艺术
知识普及，让宁波美术馆真正成为
一座除了艺术品展示、艺术交流之
外，还能拓展教育理念、培养艺术
人才、实现青少年独立思考和挖掘
宁波本土文化艺术知识教育殿堂。

疫情之下宁波美术馆公共教育的思考

艺术教育中心版画体验。

“艺术背后的故事”系列活动。

宁波美术馆。

“美术馆之夜”舞台剧现场。

本报讯（见习记者徐卓蔚 通
讯员陈丹） 昨日，由宁波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宁波市名城委办公室
主办的“千年甬流传”纪念宁波建
城 1200 年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正 式 启
幕，“千年甬流传”活动小程序正
式上线。

本次活动围绕宁波建城以来城
市空间风貌变迁、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等多个方面，串联鼓楼、天一
阁、庆安会馆、宁波市城市展览馆
等 13 处历史文化展示点，通过线
上云游及线下打卡体验的沉浸式参
与形式，展现宁波 1200 年的城市

文脉与当下城市气度，弘扬宁波人
特有的精神，赋能未来宁波经济社
会发展。

“ 一 幅 古 舆 图 一 梦 越 千 年
古今多少事 都付此行中⋯⋯”在
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启幕微电影

《一梦千年》 发布，电影以蒙太奇
叙述方式用一幅古舆图串起 12 人
的 12 个 故 事 片 段 ， 展 现 宁 波 城
1200 年的过往故事。这 12 人中，
有营建子城的石匠，有来自唐朝的
诗人，还有来自民国的纺织女工
⋯⋯他们作为宁波历史文化的解码
人，相聚鼓楼，共赴千年文化传承

之旅。
启幕仪式后，12 名解码人开

启线下传承之旅的快闪活动，他们
用一天时间，从 821 年营建的鼓楼
开始，逐一走过历史文化展示点，
最后齐聚 2021 年的宁波市城市展
览馆，讲述甬城 1200 年的历史故
事，对话古今。

“请和我一起踏上宁波千年文
化之旅，探寻城长足迹，解锁城市
密码⋯⋯”本次活动特邀奥运冠军
石智勇等 9 位倡议人，共同出镜，
为传承城市文脉发声。

从“千年府城”到多中心发展

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1200 年
的发展，孕育了独具宁波特色的地
域文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建城 1200 年，不仅
是打响宁波千年名城品牌的契机，
也是对所有新老宁波人开展乡土文
化教育提升城市文化自信力的契
机。”

此外，本次活动通过“千年甬
流传”小程序中的内容与任务，展
示宁波 1200 年城市空间发展脉络
与典型城市文化，激发、提升全体
市民城市文化自信，凝聚市民爱国
爱乡之情。

纪念宁波建城1200年公众参与活动正式启幕

邀市民共赴千年文化传承之旅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崔宁 蔡迪） 解构保国寺大殿的奇
构巧筑、沉浸式体验保国寺大殿斗
拱模型拆解组装、了解榫卯技术
⋯⋯近日，作为 2021 宁波宋韵文
化周暨天一阁·月湖金秋艺术季系
列活动之一，建筑之美——“梵宇
锦绣”宋代建筑艺术展在天一阁·
月湖景区蕙风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以宋代建筑为切入
口，通过实物展示与图片展览相结
合的方式，着重解构保国寺大殿的
奇构巧筑和 10 世纪至 12 世纪中国
木构遗存，向广大市民展示甬城千
年独到精巧的建筑艺术与美学魅
力。

展出现场，身着宋代服饰的青
年志愿者在专家指导下，体验了保
国寺大殿东山前进小藻井模型的拆
解组装活动，了解了巧妙连接梁、
柱、枋、檁等构件并使建筑具有良
好整体抗震能力的榫卯技术，学习
了保国寺独特的斗栱做法、装修做
法等。

本次展览持续到 12 月 13 日。
“在宁波建城 1200 年之际，希望此
次展览在展示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千
年宋韵魅力的同时，也能促进遗产
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让更多人从
宋代建筑之美中触摸、了解并融入
这座城市。”天一阁·月湖景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梵宇锦绣”宋代建筑艺术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廖惠兰 唐严
通 讯 员毕秋映） 宁 波 交 响 乐 团
2021-2022 音乐季音乐会 《从 M 到
M》 前晚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上
演，音乐会由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
主任陈琳执棒，并邀请中国第一位
高男高音歌唱家肖玛、旅欧青年长
笛演奏家陆林锋共同演绎。

音乐会上半场是莫扎特专场，
以歌剧 《女人心》 序曲开场。“音
乐神童”莫扎特留下了许多不朽杰
作，他的歌剧旋律优美，具有强烈
的感染力。紧接着，中国第一位高
男高音歌唱家肖玛献唱了 《费加罗
的婚礼》 中两首经典咏叹调 《你们
可知道》《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歌
唱家肖玛音色中的空灵美与婉转灵

巧的演唱技巧，让现场乐迷惊叹。
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
曲》 充分体现了其音乐优美、典
雅、明朗的特点。上半场在旅欧青
年长笛演奏家、宁交长笛副首席陆
林锋的演绎中落幕。

下半场上演的是门德尔松的
《A 小调第三交响曲 （苏格兰）》，
全曲洋溢着梦幻般的诗情与优美浪
漫的旋律，宛如再现了 19 世纪苏
格兰的绚烂风光。

临近年末，本月宁波交响乐团
将为广大市民朋友带来 《2022 宁
波市新年音乐会》 等多场丰富多彩
的音乐盛宴。下一场 《风之随想》
室内乐音乐会将于 12 月 19 日在宁
波音乐厅上演。

宁波交响乐团《从M到M》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记 者林海 黄银凤
通讯员欧乔娜）前天，2021“我爱足
球”中国民间争霸赛暨全国五人制
足球青少年锦标赛（U17）、浙江省
航海模型 2021 象山杯公开赛、首届

“一带一路”中国·宁波国际标准舞
（体育舞蹈）公开赛等多项重要赛事
在我市举行。

前天，2021“我爱足球”中国民
间争霸赛暨全国五人制足球青少年
锦标赛（U17）在宁波结束，代表浙
江出战的杭州吴越钱唐 U17 队 61
大胜黄冈体育中学银河足球俱乐部
队，为浙江捧回冠军奖杯。本次比赛
的参赛队分别是杭州吴越钱唐 U17
队、东营市第一中学足球队、湖南师
大附中队、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队、
河南塔沟少林足球 U17 队、南京市
第十三中学队、黄冈体育中学银河
足球俱乐部队、菏泽曹州武校队。

前天上午，“浙江省航海模型
2021 象山杯公开赛”在象山东谷湖
景区正式开赛，比赛吸引了来自宁
波、温州、台州等 12 支队伍逐浪竞
技。浙江队的队员朱思致原本是一
名帆船运动员，如今则是专业的帆
船模型运动员，他凭借自己参加帆
船运动的经验，在第一轮比赛中成
功夺得第一名。此次比赛分为 F5-
400 个人、F5-400 团体、F5-E 个人 3
个项目。

前天，首届“一带一路”中国·宁
波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公开赛在
奉化体育馆举行。来自我省各地的
33 支代表队、880 余名体育舞蹈和
国标舞选手分批次同场竞技，共享
体育舞蹈运动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本次比赛由奉化区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主办，项目设置了拉丁

舞的 5 个舞种，分单人组、双人组、
六人组等组别，并根据选手不同水
平设置淘汰赛、小组名次赛、等级赛
和精英赛。

2021 年宁波市智力运动会前
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智运会设象
棋、国际象棋、围棋、桥牌、五子棋、
国际跳棋 6 个比赛项目，共有 1110

人参与六大项目的角逐。
前天，浙江省冬季冰雪系列赛

（宁波站） 越野滑雪比赛在北仑梅
山冰雪大世界举行，来自省内各地
的中小学代表队 100 多名运动员参
加了比赛。据了解，这是浙江省第
一次举办该项冬季冰雪运动系列赛
事。

多项重要赛事在我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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