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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高原的阳光透过窗子洒进楼道拐

角的一间教室，照在雕塑和满墙的画作上。

一群学生正拿着画笔临摹作品，笔尖与纸张

接触发出沙沙声。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上海实验

学校的艺术教室，每天中午和晚上的课余时

间，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高群斌都在这里教

学生画画。

“今年有几个学生已经通过了艺考，即

将进入大学，这是学校此前没有过的。”高群

斌希望让“艺术的光照进来，绘就属于这些

高原孩子的彩色人生。”

“功不唐捐，对他们如
此，对我也如此”

“画画干啥，能当饭吃吗？”刚开设美术

兴趣班时，高群斌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在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此前从没有人通

过艺考考上大学，家长们大多也不知道美育

的重要性。

“ 对 这 里 的 很 多 人 来 说 ，美 育 是 新 事

物。”高群斌决定从日常的美术课入手，寻找

对美术有兴趣的孩子。

一 次 ，高 群 斌 发 现 了 一 份 有 趣 的 作 业

——青山绿水，牛羊成群，许多花朵点缀其

间，丰富的色彩让他眼前一亮。画这幅画的

学生名叫白玛琼达。他的家在日喀则市亚

东县，那里海拔低、植被生长条件好，有着日

喀则少见的绿水青山与各类雪山景观。从

小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白玛琼达对色彩很

敏感，在色彩运用方面很有优势。

“你想学美术吗？”高群斌心中一动，“以

后能通过画画考大学，也能像我一样当美术

老师。”听了高群斌的话，白玛琼达很心动，

和家人商量后，他便成了高群斌在日喀则教

的第一批美术生之一。

为了不影响文化课，高群斌总是利用中

午、晚上和周末教学。他专门找学校要了一

间活动室，用作教学场所。开始时，有些学

生不适应，觉得美术就是画着玩儿。有一个

学生最初并不努力，“他一开始就不专心、不

踏实，我好几次都想让他退出兴趣班。”高群

斌回忆，为了让学生们端正态度，他给大家

讲述自己年轻时艺考求学的艰苦经历。故

事讲得多了，孩子们也渐渐意识到如今的学

习条件来之不易，逐渐认真起来。

师生们每天一有时间就在活动室里钻

研，沉下心来学习，学生们提高得很快。首

批班上的 3 名学生都在当年的考试中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我教的第一批学生成了日喀

则第一批通过艺考的学生。功不唐捐，对他

们如此，对我也如此。”高群斌感慨。

“播下艺术的种子，影
响更多的人”

一滴水彩在水里缓缓化开，把一杯水晕

染出色彩。高群斌的美术课就像这滴水彩，

为校园增添了新的颜色。

有了第一批学生成功的先例，高群斌和

家长聊起让孩子学习艺术时也多了几分底

气。现在，高群斌给高中部学生开办的美术

班已有 20 多个学生，他们都在高群斌的影响

下想多学习一些艺术知识。

初中部的美术班学生更多。“这几十个

孩子既为未来进一步学习艺术做准备，也播

下艺术的种子，影响更多的人。”高群斌说。

上课前，高群斌都会提前来到教室，为

学生准备画笔、夹好画纸，并把椅子一一摆

正。时间一到，学生们跑进来，快速找到自

己的座位，听完讲解后拿起纸笔，对着墙上

的画作仔细练习。高群斌则不时指导，有时

还手把手教他们运笔技巧。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参与进来，

“说明这门课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高群

斌说。

“我们的付出常能十
倍、百倍收获回报”

两次援藏，高群斌不但在影响学生，也

在被学生改变着。在这里，他收获了许多此

前未曾感受过的乐趣。

美术班里有过一个叫达娃的学生。第

一节课上，达娃用油画棒把自己的指甲涂成

了彩色，但只在 8 开的纸上画了几栋很小的

房子，留下大片空白。当高群斌走近时，她

则把头埋得更深，紧紧捂着画纸一言不发。

高群斌悄悄看了看她的画，不由一愣：房子

画得不错，就是画得太少太小了。

原来，达娃来自牧民家庭，课余时她常

在山上放牧，在蓝天下眺望自己的家。她想

画出自己看到的景象，却不知如何下笔。

让更多像达娃一样的孩子能自如表达

内心的想法，用画笔描绘自己看到的世界

——这是高群斌的决心，也促使他用更包

容、更开阔的心态看待学生的画作。这些

年，他教授了很多孩子画画，也在不断调整

自己的教学方法——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技

艺，更是与人交流的方式，他在适应更多不

同水平、不同特点的学生。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活动室的桌子上

至今摆放着一本有些旧了的美术教材，几年

来数十个学生翻阅过不知多少次。这本教

材的购买者是白玛琼达。进入兴趣班后，白

玛琼达非常刻苦，他用自己攒的生活费买了

一本教材，给一起学美术的同学翻阅，这本

书就成了美术活动室的“公共财产”。

有 一 个 场 景 至 今 令 高 群 斌 印 象 深 刻 。

一天晚上，高群斌布置了作业后便有事离

开。不久，学校停电了，他打着手电回到活

动室，本以为学生肯定都离开了，没想到，一

开门，孩子们正打着手电继续练习。

拿起手机，高群斌拍下了学生们“挑灯

夜战”的场景。他想，自己努力带来一束艺

术的光，希望照亮学生的生活；而这些孩子

又何尝不是照亮他的一道道光呢？

“在这里，我们的付出常能十倍、百倍收

获回报。学生反应热烈，让我的工作有着空

前的成就感。”高群斌感慨。

年过半百、两次援藏，高群斌的目标是

“尽可能让每名学生都体验到日喀则金子

般 的 色 彩 ，为 大 山 里 的 孩 子 打 开 美 育 之

窗”。虽然身体大不如前，但是每次备课和

收集整理学生们的画作，都让高群斌获得

感十足。

“28 个援藏老师开设 52 个社团，尽可能

覆盖更多孩子，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

自己的课外班，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张必胜说：“美

术教育是我们学校开展德育美育的缩影。

从课堂到课外班，兴

趣 爱 好 的 培 养 既 要

深化课堂内容，也要

做 好 有 梯 度 的 课 外

拓展，这样才能让孩

子们成长得更好。”

西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援藏教师高群斌开办美术兴趣班

“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美育之窗”
本报记者 徐驭尧

开办美术兴趣班、培养出
日喀则第一批通过艺考的学
生，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上
海实验学校，教师高群斌的美
术课如同一滴水彩，为校园增
添了新的颜色。如今，越来越
多的学生爱上美术，高群斌希
望能为大山里的孩子们打开
美育之窗，让艺术的光照进他
们的生活。

核心阅读

高群斌（右）在教学生画画。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老师，您好R

红色纪念馆承载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是激发人们爱国热情、发挥资政育人作

用的生动教材。纪念馆必须深挖精神内

涵、创新展陈形式，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

红色文化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转变姿态，塑造亲和形象。纪念馆要

尝试用亲切的话语、新颖的方式去搭建与

公众沟通互动的平台，塑造更加有亲和力

的形象，挖掘能引起共鸣的故事，让纪念馆

多一些温情，增添一份吸引力。近年来，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尝试以契合当代人互动

交流的语境，讲述红色故事，让纪念馆更有

温度。

借助科技，增强互动体验。纪念馆展

陈及其文化产品开发应注重互动性、体验

性，将沉浸式体验、动漫游戏等元素融入其

中。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尝试用多媒体场

景、360 度全息投影、多点触摸屏技术等手

段，增强展览的表现力，拉近游客与历史的

距离。比如，多媒体场景“攻打敌军总指挥

部”将动态人物、烟雾等特效投射到静态场

景中，让人们真切体验到战斗的紧张激烈，

获得逼真震撼的效果，成为最有吸引力的

场景之一。大型多媒体墙采用先进的多点

触摸融合技术，游客可以自主查询、浏览内

容，在参与互动中了解历史、增长知识，起

到良好的效果。

紧跟时代，关注社会热点。纪念馆是

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服务的公益机构，要将观察视角延伸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去年推出的微电影

《八一守护人》，将镜头对准馆内文物保管员、资料研究员等的点

滴日常，受到好评。这些探索可以增强纪念馆的魅力，使纪念馆

的形象更加立体、亲近，吸引更多人走进馆内感受红色文化的

魅力。

当下，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红色场馆，了解红色文化。红色

纪念馆要创新发展理念，彰显时代性、体现参与性、突出体验性，

真正让纪念馆“新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作者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本 报 记 者王丹采 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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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纪念馆要创新
发展理念，彰显时代性、
体现参与性、突出体验
性，真正让纪念馆“新起
来”“活起来”“火起来”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本报北京 6 月 22 日电 （记者丁雅诵）由国家语委组织编

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党史作品《人间正道是沧桑——百年红色

印迹手绘本》今日发布。该书以党史脉络为纲，以革命旧址权威

叙述和手绘作品为目，生动描绘了中国革命发展历程，拉近了读

者与党史的距离。书中一处处旧址、一座座纪念馆、一个个故

事，记录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轨迹和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铭刻着

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蕴

含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敢于胜利的

革命精神。

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田学军表示，该书的出版是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重要成果，是利用红色资源深化“四

史”教育的生动教材，实现了红色资源利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

合，革命精神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相统一。与会专家认为，该书

遵循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统一、历史性与

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能够引导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在

艺术熏陶中重温革命历史记忆，激发爱党爱国之情。

《人间正道是沧桑——百年红色
印迹手绘本》新书发布

本报北京 6月 22日电 （记者王珏）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

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将于 7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举办。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以“共

享戏剧 健康成长”为主题，在 31 天的时间里汇聚全国 29 家儿童

戏剧团体的 53 台线上线下展演剧目，并在山东、四川、辽宁设立

戏剧节分会场，预计演出 133 场，将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演，惠

及更多的国内外儿童青少年观众。

为了让孩子们进一步感受戏剧的魅力，此次戏剧节将举办

“出戏入画·以美传薪”——跨界艺术体验日、儿童戏剧工作坊、

“陪伴·阅读·成长”故事会等多种活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冯俐表示，中国儿童戏剧节经过 9 年的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如

今已逐步成为展示儿童青少年戏剧成果的舞台、促进儿童青少

年戏剧交流的窗口、丰富儿童青少年精神生活的节日、引导儿童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课堂。

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举办

本报银川 6月 22日电 （记者刘峰）近日，由中国煤矿文工

团和宁夏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创作出品的话剧《情系贺

兰》在银川市连演多场，受到观众好评。

《情系贺兰》取材于宁夏西海固群众搬迁到闽宁镇过程中发

生的真实故事，艺术化呈现了“移民吊庄”工程——闽宁镇 20 多

年的脱贫攻坚宝贵经验，全景式展现了银川精准扶贫的生动

实践。

《情系贺兰》集合了中国煤矿文工团、银川市歌舞剧院共 30
余名优秀演员，以饱含真情实感、富于生活气息的演绎生动刻画

了饱满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扶贫干部忘我付出、西海固人民勇于

开拓的精神面貌。

话剧《情系贺兰》在宁夏上演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早上 9 点，吴尧走进工作室，开始绘制一

幅视觉设计底稿。出生于 1995 年的吴尧，是

一名国风插画师和文创设计师。

吴 尧 和 文 创 的 缘 分 始 于 大 学 毕 业 那

年。他将为武当山做文创作为自己毕业设

计的选题。“武当山有大量明代建筑，建筑艺

术成就很高。但大家对武当山的了解相对

较少。”作为一名湖北人，吴尧觉得推广家乡

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件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

事。于是，他和搭档 3 次前往武当山，前后住

了一个多月，耗时近半年创作出“武当山日

历”等作品。

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设计师这一行业

的发展前景。“我父母也一度非常不理解，觉

得别人都去实习了，我还在做‘无用功’，一

些朋友也质疑我是不是太过于理想化。”但

吴尧很坚定，他想做一名文创设计师。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尧设计的武当山系

列作品引起了当地的注意。后来，武当山旅

游经济特区管委会开始策划设计文创产品，

便聘请吴尧担任唯一的特邀设计师。

家乡给了吴尧设计灵感，他也把握住每

一个可以和家乡产生关联的创作机会。2019
年，吴尧受邀为黄鹤楼创作插画地图。绘制

黄鹤楼插画（见上图）时，他请摄影师航拍了

大量照片：“中国建筑强调与自然融合，山与

建筑是一个整体，航拍照可以清晰地观察山

的形态。”插画中，所有建筑全部按照实拍等

比例缩小绘制，这是吴尧对严谨的坚持。

给瑞兽插上翅膀、将文物里的纹样元素

用于现代产品的包装……在吴尧的创作里，

能看到许多中国传统元素的年轻化表达。

而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构想也有着内在逻

辑：“不能像流水作坊一样进行贴图式设计，

而是要融入巧思，让传统文化和时代审美产

生关联。”从小就对传统老物件和历史典故

深感兴趣的吴尧说，作为文创设计师，他要

通过有趣的产品和精巧的包装讲好故事，不

仅让消费者得到美的享受，还要吸引他们去

了解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

2019 年，吴尧作为最年轻的设计师登上

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第二季》，为故宫开

发设计文创产品。第一期节目播出当天，他

设计的故宫行李箱就登上了微博热搜。近

几年，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越

来越高，在吴尧看来，“是时代让优秀传统文

化焕发光彩，也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遇。”

经过几年打拼，如今的吴尧不仅创作出

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品，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

室，与许多知名企业展开合作。

“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

设计师不必停留于幕后，好的设计理念和传

递的文化思想，也需要有人讲述。”未来，吴

尧希望能用自己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吸引更多人的目光，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95后国风文创设计师吴尧——

融入巧思，连接传统与现代
本报记者 强郁文

■为梦想奔跑R

6 月 22 日，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第一中学建

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有序施工。

近年来，龙山县坚持优化教

育布局，切实改善办学条件，着力

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大教

育支持投入，促进了该县教育事

业的发展。

曾祥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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