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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何
来 三亚学院举办时装大秀

锦上黎裳艳若云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当民族风情遇到时装大秀，会碰撞出什么
样的火花？近日，三亚学院举办第十五届“三亚
的冬天”服装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演。本次活
动的主题为“寻迹”，旨在引导学生们打破传统
与现代的界限，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力进行
服装设计。

此次展演的一大亮点是“数字服装”。三亚
学院艺术学院学生李思诚、肖建国设计的服饰
作品“未来之城”，将AI与元宇宙的概念元素融
入服装设计，成为三亚学院艺术学院深化课程
改革、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一次成果展示。

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的图案沿着裙摆飞
舞，经纬交织的黎锦被剪裁成华丽服饰……三
亚学院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甘婧
宜设计的作品“锦上黎裳”，让人眼前一亮。黎锦
光辉艳若云。让更多人发现黎锦不一样的美，是
甘婧宜创作的初衷。她说，“黎锦有丰富多彩的
传统纹样，生动体现了黎族的民俗风情，是我创
作‘锦上黎裳’这组服饰作品的灵感来源。”

在服饰廓形的选择上，甘婧宜没有使用包
臀裙的设计，而是选择与之相反的大廓形，同时
融入许多弧形元素，目的是与黎锦传统纹样中
有棱角感的线条形成强烈对比，设计出独特的
视觉效果。“这组服饰作品既体现了浓郁的黎族
文化特色，又紧跟时尚潮流，希望能让更多人感
受到黎锦的万千风采。”甘婧宜说。

“三亚的冬天”服装设计大赛是三亚学院艺
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一年一度的盛事，
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四届。

“一等奖！”近期，收到微信群弹
出的消息后，海南中学高二学生、主
持社社长张渲宁激动不已。

近期，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
大赛之“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总
决赛落幕，海南中学主持社的《月光
下的中国》从全国中学组710件作
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大赛一等奖第4
名。该社另一个诵读节目《等待》获
得大赛一等奖第9名。

“14名女生参加了《月光下的
中国》群诵表演。”海南中学主持社
指导教师杨潇潇介绍，从表演服饰、
背景音乐到队形变换，每一个环节
都由社团团队设计编排，力求精益
求精。

记者注意到，在上一届诵读大
赛中，海南中学主持社的群诵节目
《如果没有李白》《土地的誓言》夺得
两个一等奖，获得我省在该项赛事
上的最好成绩。

连续两年斩获国家级诵读大赛
两个一等奖，这个团队是如何做到
的？“我们始终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海南中
学主持社指导教师刘美玉表示。

海南中学主持社成员来自该校
多个年级，其中既有初一学生，也有
高三学生，课程安排各不相同。作
为团队“领头羊”，张渲宁拥有丰富
的舞台表演经验。除了担任《月光
下的中国》《等待》两个节目的主角
外，她还要协助老师组织社团成员
排练。面对第一次参赛的社团成
员，张渲宁耐心传授舞台演出经验，
帮忙纠正发音、调整情绪等。“一开
始我的语速过快、仪态不够好，心里
非常忐忑，生怕给团队拖后腿。多
亏学姐热情帮助，我的演出状态才
能越来越好。”海南中学初二学生韩
非同说。

团队中，初次登台表演的学生

不在少数。如何在短时间内提升他
们的诵读水平？“没有捷径可走，唯
有反复练习，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同时，还要结合每个人的声音
特点，安排相应角色。”刘美玉说。

海南中学初三学生王君好在节
目《等待》中扮演邓稼先。为了演绎
好这个角色，他提前做足功课，了解
故事背景、人物特点，认真学习诵读
技巧。

正当团队充满信心准备参加决
赛时，意外情况发生了。决赛前一
天，一名团队成员突然感觉身体不
适，无法参赛。“一个角色的缺位，意
味着整个节目要重新编排。当时我
们甚至想过就此放弃。”刘美玉说，
但是转念一想，既然一路过关斩将
走到决赛，何不再拼一把？不到一
天的时间，他们紧急调整节目内容，
最终有惊无险地完成演出，并取得
出色成绩。

“许多学生刚加入学校主持社
时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但是看到
学长、学姐们星光熠熠地站在舞台
上，便会努力向榜样学习，朝着更好
的方向努力。”杨潇潇说。

“愿你在这里能遇见光，追逐
光，成为光，散发光”是海南中学主
持社的标语。在这个学生社团里，
每名学生都是点亮自己、照亮他人
的一束光。

连续两年斩获国家级诵读大赛两个一等奖

这个学生社团为何“声声入耳”？
■ 本报记者 张琬茜

缤纷社团

海南中学主持社诵读节目《月光下的中国》剧照。

筑牢“底子”
“最美阅读空间”书香四溢

迎着暖阳步入书香校园——三
亚市第九小学，一个水滴状喷泉景观
池映入眼帘，它有个悦耳的名字——
小水滴。知识如水，汇滴成海，学校

“蓝海阅读空间”的名称由此而来。
三亚市第九小学校长陈人珊介

绍，以“小水滴”为中心，该校“蓝海阅
读空间”呈现出以教室图书角为内
环、双教学楼“珊瑚虫”书吧与“灵悦
读”空间为中环、图书馆与阅览室为
外环的空间布局。

在“珊瑚虫”书吧内，形似水滴的
书架上摆放着各类书籍，墙上的涂鸦
充满童趣，吸引了许多学生前来阅
读，陈磊便是其中之一。短短一个学
期，他就从学校图书馆借阅了40余
本书。

洋浦第一小学里同样书香四溢。
“校内的英语绘本馆‘魔法屋’，深受学
生喜爱。”该校英语学科主任何丹萍表
示，“魔法屋”是一间面向学生开放的
英语书屋，内有全英文读本，可满足不
同层次学生的阅读需求，针对有阅读
困难的学生还提供了点读笔。

课余时间，洋浦第一小学学生三
五成群走进读诵亭。据介绍，读诵亭
内设3个“智慧书柜”，形似复古电话
亭，师生们可以借助机器进行朗读录
音，锻炼表达能力。

在定安县富文镇坡寨学校，“阳光
儿童之家书吧”成为孩子们的知识“加
油站”，共有藏书1.5万册。该校每学
期还会从不同渠道补充和更换新书
籍，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

“目前，三亚九小、洋浦第一小学、
定安县富文镇坡寨学校等我省21所
中小学校被授予我省‘最美阅读空
间’荣誉称号。”省电化教育馆有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我省从理念、功能、
资源支撑、服务、信息化环境、文化特
色6个维度，对全省中小学校50个“最
美阅读空间”案例进行综合评选，我省
21所中小学校入选。这些入选案例
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阅读空
间建设管理经验，不断擦亮我省中小
学生“特色印记”的阅读底色，筑牢书
香校园的“底子”。

多彩校园

资讯
教育部：

增设5个新医科专业
服务健康产业发展
■ 陈鹏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制定发布《服务健
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
设置5个新医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供有关
高等学校在增设新医科专业中参考。

这5个专业分别是：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
老年医学与健康、健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
管理、生物医药数据科学。

新专业的设置意味着什么，将给医学人才
培养带来哪些改变？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多位专家认为，5个专业的增设均是为了
对接国家重大需求，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
发展新态势，其共性特征突出体现为“交叉融
合”。

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乐江介绍，“我
国大健康产业市场规模巨大，产业迭代升级迅
速。在人口老龄化、医疗服务需求个性化的今
天，社会急需培养更多复合型医学人才。医疗
器械与装备工程、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属于国家
急需的战略新兴专业，目前专业人才紧缺；随着
慢性病和退行性疾病患者规模不断扩大，老年
医学与健康、健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
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需求也将不断增加。新增
专业紧贴行业产业发展脉搏，科学研判行业产
业发展需求，很有前瞻性。”

从课程设置上看，5个新设专业均属于“交
叉融合”：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属于医工交
叉，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属于医理信交叉，老年医
学与健康、健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属
于医理文交叉。“新增专业充分体现了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的战略方向，职业发展前景值得期待。”乐江
表示。

近年来，我国高校医学专业经历了一系列调
整。截至2022年，新一轮医学门类学科专业目
录修订完成，最初下设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药学6个一
级学科，而后依次增设了口腔医学、中药学、特种
医学、医学技术和护理学5个一级学科。

“此次引导性专业的设置，拓展了学科专业
动态调整的空间，是学科专业目录管理的重大
创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
世奎介绍。 （据《光明日报》）

近期，教育部公示2023年全国青少年学
生读书行动优秀案例和“书香校园”名单，我省
儋州市、澄迈县入选优秀案例，三亚市第九小
学、万宁市万城小学获评为书香校园。这是我
省积极打造书香校园、引领学生畅享“悦读”的
缩影。

长期以来，我省中小学校多措并举，着力
构建“人人、时时、处处”可读书的“阅读新场
景”，引导中小学校学生“爱读书、善读书、读好
书”，不断提升中小学生阅读素养。

搭建“梯子”
不断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每年的学校“读书节”，华东
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的学生
们，都有机会与“名匠大咖”面对
面交流。

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澄迈
实验中学积极挖掘名家资源，先
后邀请国学研究专家米鸿宾、知
名服装设计师周锦等来到“读书
节”，为师生们带来一场场精神
盛宴。

“学校心新空间、心新图书
馆、国学教室几乎每天都有交流
研讨和专题学习活动，沉浸式阅
读让图书馆以文化人的功能落
地生根，场景化活动让图书馆以
文育人的效能开花结果。”华东
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信息处
主任谭保鸿表示。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教务处
副主任王丽介绍，该校各年级每
月都会举办一次阅读交流成果
展，通过课本剧表演等特色活
动，鼓励学生将名篇名著中的一
个个经典故事呈现在舞台上。
此外，该校还通过“每日一读”

“每周一赏”“每月一分享”“每学
期一评比”等活动，让校园阅读
成为常态；推动“最美家庭书房”
评比活动成为家校共建新纽带，
让家庭阅读氛围愈发浓厚。

以书本为双桨，学校阅读空
间还成了孩子们个性的张扬地、
兴趣的圆梦场。“学校‘蓝海阅读
空间’为开展学生社团工作提供
了有力支撑，尤其是语言类社团，
不断挖掘孩子们的语言天赋，提
高他们的阅读、讲述、写作等语言
能力。”三亚市第九小学大队辅导
员赵秋迪说。

“通过参加丰富的阅读活
动，孩子不仅爱上了阅读，还会
主动与父母分享心得体会。”海
口市五源河学校学生家长张静
云欣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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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里子”
让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营造书香校园，不仅仅要打造优
质的校园阅读空间，更重要的是让学
生真正享受阅读，从中获得知识滋养。

如何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呢？海
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初三年级主
任高小棉建议，可以充分利用课堂平
台，以文荐书，巧用故事悬念激发学
生阅读兴趣。

“当学生们沉浸在教师声情并茂
的讲述中、迫切期待聆听故事大结局
时，老师不妨停止讲述，告诉学生‘想
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快去读原著
吧’。”高小棉认为，以扣人心弦的故
事情节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再适时向
他们推荐相关读物，往往比直接推荐
书籍更有效果。

“教师与学生交流时若自带‘书香
气’，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也能在无形
之中感染学生。”王丽告诉记者，为了让
学生阅读量质双升，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还特制了不同种类的阅读记录本。其
中，“课外阅读登记本”记录学生课外阅
读量，内容包括阅读时间、阅读书名和
篇目、自我评价或家长评价等；“课外阅
读摘抄本”展现学生的读书质量，内容
包括让学生印象深刻的人物、摘录优美
词句等。

为了鼓励学生爱上阅读，三亚市
第九小学特别设置了图书借阅积分
礼品自助兑换机，学生每借阅一本图
书即可获得一个积分，凭借积分可自
助兑换礼品。

为中小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阅读
支持，离不开学校和家庭的“双向奔
赴”。王丽认为，家长想引导孩子爱上阅
读，行之有效的办法便是家长热爱阅读，
经常与孩子“共读一本书”。“亲子阅读一
段时间后，家长和孩子可以分别讲述自
己对书本的理解，分享彼此的阅读经验，
不断提升孩子的表达能力，培养孩子的
阅读兴趣”。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营造书香
校园，既要扮靓“面子”，更要做实“里
子”，如此一来，校园“悦读”才能蔚然
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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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婧宜设计的特色服饰。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00分 印完：5时2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