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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下午，宁波城
市职业技术学院“品味·传
承”2021 中国传统文化游
园会之“穿越千年的丝绸之
路”场面火爆。

现场，近千名大学生重
回西汉，手持“通关文牒”，
兴趣盎然地参加穿汉服、
蹴鞠、香包绣制、剪纸、插
花、书法、舞龙、茶艺等 20
余个中国传统文化项目的
体验活动，通过参与、集
赞、晋级，感受陆上丝绸之
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
民族风情。

游园会现场还邀请到
了宁波市非遗香包代表性
传承人周管芬老师和鄞州
区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
任毕君老师，手把手教大
学生绣制香包、传统剪纸
手艺，吸引很多大学生现
场体验。

“第一次用剪纸方式

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
魅力。看着自己亲手剪出来
的作品，很自豪。”20级导游
专业学生杨婧茹还专门了
解了中国剪纸的背景、文化
和发展历程，“我们应该保
护、传承和发扬这样的优秀
民族文化。”

现场的另一边，周管芬
老师正在为同学们讲解和
示范香包的制作。周老师自
幼喜好缝制手艺，几十年如
一日精心制作各种香包，现
在是宁波市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

“我觉得很有意义。刚
开始觉得很复杂，但是学习
以后发现是有技巧可寻的。
香包实用又好看，做好可以
带回去挂在寝室里。”一位
正在缝制香包的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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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小说
接龙也为这个班级带来了显著的变
化。全班同学共同设计小说主题、框架
和整体风格，从各大平台账号的注册、
宣传，到平台运营、小说发布，每一个
细节都由学生合作完成。同学间多了
交集，感情不断升华，整个班级向心力
更加凝聚。

程艳林博士说：“接龙写小说是一
种良性互动，需要大量的沟通，个体和
集体、个体和个体能有更多的交流和
协作，思政教育的内容也融贯在课程
中，达到了我的预期设想。”

作品完成后，每一届编辑出版学
毕业生都会一同观看班级共同创作、
拍摄的微电影，每个让人热泪盈眶的
镜头都珍藏着他们的青葱岁月。这不
仅是一次课程作业，也成为彼此珍贵
的大学回忆。

编辑17的王思易说：“我们这一届
因为疫情，没有留下这样一部作品，是
我很大的遗憾。”

七年磨砺一课程，三百余万字沉
甸甸的作品为多年课改的坚守交出了
一份完美答卷，也让无数学子在大学
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保护改造乡村祠堂、让
千年的青瓷艺术飞入寻常
百姓家、应对梅雨季节的除
湿衣架……近日，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2021优秀毕
业作品展开幕。

毕业展主题为“未·未
知”，展览汇集了艺术品插
画与出版、ACG动画设计、
影视创作、品牌设计等专业
方向的 350 余组学生毕业
作品。

在这些设计作品中，大
学生们既关注社会变革、生
态变化、新技术浪潮，勇敢
表达年轻人的态度，也将触
角深入弱势群体、生活起
居，尝试用艺术来改善和提
升人们的幸福感。

环境设计专业王宇航
的毕业作品《裂变重生 祠
堂文化研究性复兴设计方
案体验馆》正是基于对慈溪
市龙山镇筋竹村原有祠堂
遗址的重建设计。设计方案
中，一方面保留了祠堂祭
祀、保存族谱、婚丧嫁娶、教
书学习等功能，另一方面在
祠堂空间设计中加入折叠、
穿插、复制等现代手法，使

传统与现代相互对立融合
形成新的空间。王宇航因为
这件作品，成功签约深圳市
建筑设计总院。

工业设计专业杨柳婷
同 学 设 计 的“Growth
prosthesis（成长假肢）”作
品也备受关注。这款假肢最
大的亮点在于可以拉伸，随
着身体年龄的日益增加，假
肢也随着身高而“生长”。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泮瑜
琼和王钰溦两位同学从慈溪
最具地方特色的青瓷文化中
寻找灵感，设计的作品《青瓷
之青》和《青瓷形意》，通过信
息图表、实物重现、文创产品
等形式再现千年青瓷的魅
力。

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视
觉传达与媒体设计工作室
主任楼文青告诉记者，年轻
一代思维活跃，引导他们用
当代视角去审视传统文化
内涵，用年轻人的方式去解
决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问题，
有助于在潜移默化中建立
起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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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小说《溏心蛋》正式收官啦！”近日，浙江万里学院的一间教室传来
一阵掌声和欢呼声，讲台旁带有“溏心蛋”字样的蛋糕被切分成小块，分发到
了学生们手中，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

这是该校文化与传播学院程艳林博士和编辑出版专业2018级学生在《数
字出版学》的最后一节课上庆祝接力小说的收官。

《溏心蛋》是55名学生在程艳林博士的指导下，历时55天，共同接力创作
完成82万余字的小说，在12个平台同步每日更新。

七年磨一课 已有300余万字作品
接力写小说，在《数字出版学》课上

并不是新鲜事，作为课程“同剧本全媒
体整合出版实践”教学改革的一种创新
形式，程艳林博士已经坚持了7年。

七届学生共同创作了7部共计300
余万字的作品，作品或拍成微电影、或
录制成音频，在不同的平台发布。

把一门枯燥乏味的理论课程，改

造成一门“以原创小说接龙为主线，以
理论教学为补充”的“实践-体悟-分
享-内化”于一体的体验学习课程，是
程艳林博士多年来的坚持：“大学课
堂教学必须主动改革，要让学生在亲
身实践中去体悟出版的规律和原理，
只有这样，课程学习才会真正让学生
有所收获。”

创作中记下属于自己的青春
“听说出版课上要创作小说，一开

始觉得很新奇！”编辑18的孙佳琪话锋
一转，“但是听到每人至少要写一万五
千字的时候，我就崩溃了。”一万五千
字，让很多同学有些畏难。

“我们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职责应
该是编辑和校对别人的文本，怎么自
己还要写小说？”编辑18的施雅也感到
困惑，“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一开始都
很抗拒，隐隐觉得这不可能完成。”

“学习是一个知识生产和内化的
过程，我需要你们和我一起生产知识，
而不是局限于学习课本上的内容。”程
艳林老师的苦口婆心赢得了同学们的

理解和认同，“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会凝
结你们的形象和经历，在创作中内化
知识，写下你们的故事。”这大大激发
了同学们的创作动力。

“希望趁此机会为大学生活留下
一些特殊的痕迹。”施雅说，“恣意抒写
的不只是小说情节，也是属于每个人
的青春记忆。”

“通过小说创作，呈现大学生活的
故事，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自
画像’。学生在自己的笔下去洞察和理
解这个世界，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
引导，正是一次成功的正向赋能思政
教学实验。”程老师说。

小说接龙的“意外收获”

七届学生 七部作品 七年坚持
浙江万里学院学生接力创作

300余万字小说里
有他们每个人的青春记忆

宁波千名大学生
感受“千年丝绸之路”

宁波这所大学的
优秀毕业作品展很“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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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学院学生在课堂上浙江万里学院学生在课堂上。。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