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教在给学生们上课。通讯员 章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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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也喆） 今年年
底，位于福明街道邵家社区137号的
甬剧艺术博物馆即将开馆。宁波市甬
剧研究传习中心特面向社会公开举办
征集甬剧实物、资料活动。

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主任王
锦文告诉记者，甬剧是宁波极具代表
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承载
了一代又一代宁波人的生活记忆，记
录着宁波人的民俗风情。许多宝贵的
实物与资料是甬剧不断发展进步的历
史见证，希望此次征集活动能得到全
社会的支持，让更多新老宁波人了解
甬剧，使宁波人对甬剧的文化记忆有
地方安放，使优秀的地方文化代代相
传。

征集范围包括：甬剧老剧本、曲
谱、书籍等相关文本资料；甬剧老唱
片、服装、道具、连环画、节目单、票根
等相关实物资料；甬剧剧照、与演员合
照、演员生活照、集体照等相关照片资
料；其他与甬剧相关且有收藏价值的
物品及资料。

以上征集范围长期有效，所有捐
赠者均可获得捐赠证书与纪念品，联
系人：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舒老
师（87177025，13429258881），更多详
情请见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微信
公众号。

近日，主持人敬一丹携青春回忆录《我 末代工
农兵学员》在北京举行新书首发式，该书记述了敬
一丹与同学们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经历，
是敬一丹与那时的同学一起回忆过去写下的珍贵
记事录，从下地干活、公社生活、时代变迁等多方面
介绍了他们那一代50后所经历的各种特殊体验。

谈到写这本书的初衷，敬一丹坦言：“我们的记
忆，不仅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不
留下痕迹，以后的人们怎么知道那些事情曾发生
过？趁我们还没有忘记，写下来吧。”

“工农兵学员”这个称谓，80后基本是从家长那
里了解的，90后、00后可能压根没有听说过。敬一
丹对此表示：“说到工农兵学员，就得说到工农兵学
员的前传，工农兵学员有的来自工人，有的来自农
民，有的来自部队，最多的还是知青，所以我们在这
本书里面专门有一个部分叫前传。我跟80后聊这
些的时候，他们显得特别迷惑，听说过但不了解，90
后更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就来讲讲工农兵学员的故
事。”

敬一丹坦言，她和她的同学现在几乎都到了退
休或即将退休的年龄，人到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把
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这本书从提出倡
议大家动笔，到成书出版花了5个月的时间，二十
多个同学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

“如果说我之前出的那本书《我遇到你》写的是

我的职业生涯的话，《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这本书
说的就是职业生涯之前的一段经历，而且这本书不
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是我同龄人共同的经历，甚至
我们可以往大了说，这是一代人特殊经历的一个缩
影，而我们这段经历恰恰是中国最富有变化，最跌
宕起伏，特别值得写的一段历史。”敬一丹说。

回望自己的那段青春，敬一丹表示有一种状态
特别难忘：“我们那代人很缺少选择，面前的视野有
限。所以我的很多同龄人都说填了很多表格写自
己的履历，但是很少填自己真正想选择的志愿，这
是让我们难忘的。”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大学生常常感到迷茫，对
于未来没有规划，对此，敬一丹认为：“迷茫是青春
的一个特点，哪有年轻人不迷茫的。从这个迷茫走
向下一个迷茫，这个过程中自己就在慢慢成长。相
比我们当年那种迷茫，今天的年轻人有那么多的选
择，这对人的生命来说太重要了。”

对于正在寻觅自己价值的大学生们，没有参加
过高考的敬一丹这样建议：“大学只是一种准备，并
非走进大学就能带来最后职业上的顺利。其实走
出校门、进入职业生涯以后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她
认为，经历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像她的工农兵学员
生涯，“有了经历，就有了不同的参照，对于自己的
认识和世界的认识就会避免很多片面、表面，更容
易平衡。” 据《法制晚报》

走进学校，记者发现校舍外墙以红色为主调，迎
面就能感受到热情有朝气的氛围，这就是该校被称为

“宁波最红学校”的由来。
更让记者感到耳目一新的是诺中的教室。在这

所学校，每个班级配备2个教室：一个大教室+一个小
教室，小教室里设置了“自助学习、小组讨论、个别辅
导”3个区域。

当天，在外教本（Ben）的课堂上，记者看到既有
学生在大教室统一听课，也有学生在小教室分组讨

论，或通过电脑自行查询资料，或接受单独辅导。该
校校长袁湛江介绍说，“双教室”的教学，不仅丰富了
教师的教学手段，而且真正解放了学生，为不同特长、
不同层次的孩子提供了选择，使他们可以获得最适合
自己的教学资源和方式；同时，这样的课堂，也更适应
新高考的教学需求，解决了各校普遍存在的“如何在
同一教室里学习不同内容”的困惑。据悉，宁诺附中
是国内第一家全面推行“双教室”的中学，实施一年
来，深受老师和学生的好评。

宁波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是浙江省第一家中外合作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一年来，这所被誉为
“宁波最红学校”的高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么，宁诺附中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
方？成立一年来，又有哪些亮点和成绩？5月6日，宁诺附中举办校园开放日，吸引了数千名家长和
学生前来参观，记者跟随参观者也体验了一把。

开放日当天，很多参观校园的家长，都对宁诺附中温馨
的校园环境和一流的硬件设施印象深刻。

宁诺附中拥有市政府投资8.8亿建设的全新校园，设有
数十个选修课专用教室，建有1000平米的社团活动中心，以
及话剧、声乐、播音、网球、创新实验、研究性学习等专门场
馆。学校建造了国内最先进的地理实验室，可通过天幕投
影、3D电子白板等设施，为学生提供体验式的学习平台；学
校还设计了创新实验室、生物园、戏剧教室等。各楼层之间
都建造了空中连廊，各教室门口都配备走班书包柜，为新高
考模式下的走班教学提供便利。

下午1点多，200座的观摩教室早早就坐满了学
生，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的英语学
习专题讲座。这一天主讲的戴维（David）教授，是著
名的雅思培训高级教师，来自宁诺语言教学中心，该
中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高的英语教学机
构之一。

听学生们说，一年来，几乎每周都有诺丁汉大学

的讲座、联合社团、联谊结对等活动。另外，学校还聘
有6名诺丁汉大学遴选的学术外教。这些丰富的国
际化资源，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英语水平，而且对
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提升心理素养、交际能力等
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帮助。在戴维老师的讲座上，
记者看到很多学生用流利的英语大胆发言，教室里不
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宁诺附中推出了“100%导师制”——学校为每一
位学生配备个性化导师，学生在学习生活有什么困
惑，都可以通过导师进行化解。

开放日当天，学校举办了个性化导师专题座谈
会，引起很多家长的关注。“导师有哪些职责？”“学校
对导师有考核吗？”“新高考背景下，导师如何指导学

生提前做好生涯规划？”
负责学校导师工作的王主任介绍，在诺中，每

位老师带6~8名学生，通过实施导师制，老师们能
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差异，并针对差异探索各种不同
的教育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深受家长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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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诺中成立一年来，在教育教学等多个领域屡创佳
绩。诺中教师代表宁波市参加全省优质课大赛，以优异成绩
荣获一等奖；课题《普通高中创建个性化教育办学特色的研
究》获宁波最具影响力教科研成果；学生在物理、语文、生物、
英语、地理等各科竞赛中上百人次获奖，其中全国级一等奖
3人；在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学生体质健康排名数据中，诺
中合格率列全市第2名……

在开放日当天，招生问题是家长咨询的热点。“听说诺中
有公费生，有什么要求？”“诺中学生考诺丁汉大学的优势是
什么？”“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快速发展的宁诺附中，显然受
到了家长的热切关注和期待。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章宏

教学成绩斐然，当天最热是招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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