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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莉亚讲座全程都是站着说的， 足足

两个多小时。 她说：“我很珍惜这次和各位
中小学校长的交流。 ”

或许人们难以想象，繁忙的周莉亚，居
然是一个“海淀妈妈”。 在“双减”政策出台

前，北京学习竞争最激烈、内卷最严重的区
域之一便是海淀区，海淀妈妈的不易，她深

有感触。而内卷“卷”什么？教育拼什么？也

曾困扰她。

作为一个一年有大半年时间漂泊在各

地创排舞剧的编导， 她没有时间也没有足
够精力扑在“鸡娃”上。 和校长们的交流让

她更坚定了自己的教育初衷和理念———孩
子的成长和艺术的创
造，都应顺应自然，符合

他们原本的生长方向。

“我们几乎不报学

科类的补习班， 我女儿

爱画画，六七岁才开始学舞蹈。 ”女儿正上

小学四年级，虽然平时母女俩聚少离多，但
小小娃儿已经懂得用艺术作品和妈妈沟

通。 一幅温馨的画，一段舞蹈视频，就能让
疲惫的周莉亚满血复活。

得知这一面向上海市中小学校长、幼
儿园园长的艺术素养提升研修班已举办两

年， 周莉亚感慨上海的这一举措：“让校长

们来听艺术讲座， 让他们先成为艺术爱好
者，再变成倡导者，才能发自内心地将这份

对艺术的尊重和热爱带给孩子。 ”

在周莉亚看来，教育拼的不仅是分数，

更是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的作用，是让快
节奏的比拼慢下来， 让孩子们在一路飞奔

的时候， 也能回头看看他们的来处：“我们
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美源自哪里，我们未

来不断向前的蓄力池安放在哪里……”

朱渊

教育教些什么？

    为期 5天的第 17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今天上午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
幕。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 A馆的上海展区里，一只

毛茸茸的熊爪从墙里递出一杯咖啡，这个曾火爆全
网的“熊爪咖啡”场景成了观众争相拍照的打卡点。

他们手里端的咖啡，则出自一旁的咖啡机器人之手。
一只极具人文色彩、有温度的“手”，牵住一只引领潮

流、充满高科技元素的“手”，擦亮了“上海文化”品

牌。

数字影像里看红色文化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上海是党的

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那些有温度的历史建筑、革

命故事，成了红色文化开发保护的重要资源；而数字
平台的落成、文创潮物的诞生等，则为红色文化注入

了新的生命力。展会现场，近 500平方米的上海展区
以极具辨识度的“初心红”为主色调。走进展区，建

设修缮改造中共一大纪念馆等“一馆五址”、建设线

上红色文化资源平台“红途”，《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线上团课、红色文创大赛等传播红色文化、促进产业

转化的创新经验，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
展区中央的沉浸式影像空间是利用新潮的数字

媒体艺术打造。观众可以挥动四肢、移动位置，与画
面产生奇妙交互，短短 2分钟便纵览上海文化产业

发展的最新成果。影像中心前的数字文化矩阵，也
介绍了上海报业集团、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影集团、阅文集团、哔哩哔哩、小红
书等上海文化领域龙头企业的拳头产品和代表作

品，展示了上海在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国际重要
艺术品交易中心、亚洲演艺之都、全球电竞之都、网

络文化产业高地、创意设计产业高地方面的扎实成
绩。其中，上影集团和东方明珠新媒体等单位入选

了“2021年全国文化企业 30强”。

“石库门”里听上海故事
影像空间的两侧是两条文化长廊。刚走近，融

汇了中西方建筑特点的拱形门便透露了“石库门”的

造型主题。在这条上海“老弄堂”里，观众可以欣赏
“上海出品”的经典剧目和特色图书，聆听上海故事。

展区最后一部分是“文化+”城市生活场景体验
区，除了“熊爪咖啡”，还有如“一大文创”等创意与格

调并重的“上海原创”文创产品。博物馆、科技馆、红

色遗址，都不再是冷冰冰的建筑，而是与人们常相
伴、为生活添色彩的文化符号。上海“文化+金融”

“文化+旅游”“文化+地产”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展示，
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上海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激活
“源头”、做强“码头”，实现了到 2020年基本建成社

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总体目标。“十四五”期间，
上海文化产业将坚持守正创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

环节和重大项目，实施“文化+”“+文化”战略，加快
推动建设“两中心、两之都、两高地”，建设具有核心

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使上海成
为更加开放包容、更富创新活力、更显人文关怀、更

具时代魅力、更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

大都市。

特派记者 吴旭颖
（本报深圳今日电）

里

“上海文化”品牌

闪耀深圳文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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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展区看点多

■ 舞剧《电波》成了一道数学题

▲ 《只此青绿》海报

    凭借《沙湾往事》《永不消逝的电波》乃至《只

此青绿》等作品频频“出圈”，舞剧导演周莉亚（见

左上图）在各种场合做过讲座，但这一次很不同，

台下坐了近 70位校长、园长，他们来自上海的中小
学及幼儿园。

昨天下午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发展基金会与市教委、市艺教委合作开展

上海市中小学艺术素养提升研修班舞蹈板块专题
培训在这里举行。基金会理事长王延坦言：“台下

坐着的都是孩子们教育路上的引路人。在美育被
广泛重视的今天，舞蹈普及不仅要从娃娃抓起，也

要从‘头’抓起。校长、园长的艺术素养能直接影响
一所学校或幼儿园教育理念和风格特色。”

事实上，美育从“头”抓起，并非单方面的努
力，而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昨日，签到名单上不少

是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他们中很多都已是
研修班的老学员。

光明初级中学副校长彭本新上周看了舞剧
《沙湾往事》，为舞剧中展现的岭南文化惊艳，但更

让他震撼的是之前看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剧中
舞者们身着旗袍，在上海的斜阳下翩翩起舞的画

面深印在他脑海。彭本新上艺术研修班，既为能在

艺术课程设计上“先行一步”，也为能更艺术地教

数学。本职是数学老师的他，始终相信培养知识型
人才不如培养智慧型人才。他说：“程序化、机械性

输入知识而不懂得创新性运用，是很难消化知识
转化为智慧的。但艺术感悟能激发这种转化。比如

我在课上讲到扇形面积，就会给学生举例，‘电波’
舞者们将扇子放在额前挡光，为什么她们持扇角

度会变化？扇子挡在脸上的阴影，结合光线角度，

能否测算出扇形面积？让他们去思考数学在生活
中的运用。”

“虽然不能说校长决定了一个学校的教学理
念，但至少校长的知识面和感悟力是对学校风格的

形成具有很大影响的。”天山初级中学校长陈红说。

天山初级中学是一所艺术氛围浓郁的学校，舞蹈社
团开了十多年，而管弦乐团更是成立自上世纪 80

年代。陈红 2009年担任校长至今，始终坚持着美育

理念。“原本孩子们的才艺展现主要集中在一年一
度学校艺术节，现在我们会利用升旗仪式、年级大

会、班会等时间随时展开。又比如，过去舞蹈团、乐
队的排练，都是一部分孩子在专业上的学习和精

进，现在我们更注重艺术鉴赏，面向所有的孩子，提

升整体艺术赏鉴力。”她说。 本报记者 朱渊

马上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