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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常州市首届大学生
广场演出季在常州文化广场盛大启
幕。首场演出——“青春乐都 乐动常
艺”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文艺汇演
专场惊艳亮相，为市民们带来了一场
视听盛宴。

大学生广场演出季首秀
展示常艺风采

本场演出共分为四个篇章，分别
用“昌”“尝”“昶”“唱”——“chang”的
四种声调来命名展开，寓意着常州的
文化繁荣、美食丰富、青春活力以及音
乐之城的魅力。

第一篇章“昌”州以《教我如何不
想她》的改编流行版作为开场，展现了
常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
第二篇章“尝”州则通过《豆浆油条》

《我在文化广场吃炸鸡》等歌曲，将江
南美食之都的烟火气呈现得淋漓尽
致。第三篇章“昶”州带来了《日不落》

《悟空》等作品，展示了当代常州年轻
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更寓意着常
州白天与夜晚同样精彩纷呈。

作为最终篇章的“唱”州，将整场
演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一批优秀毕
业生纷纷登台亮相，凭借精湛的技巧、
真挚的情感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力，赢
得阵阵喝彩。林贝是文化广场野生演
唱会的“熟悉面孔”，她2021年从常艺
校表演系声乐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音
乐领域探索发展，全网粉丝破百万，还

曾受邀前往太湖湾音乐节演唱助阵。“今
天的演出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的歌声
中多了一份对母校深深的情谊。”

“乐动常艺”唱响“青春乐都”

10 月 19 日，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
校与青果巷携手，在古色古香的青果巷
内，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间，为市民和游
客呈现了一场诗意盎然的民乐盛宴。十
位身着国风妆造服饰的常艺学子，仿佛
从千年画卷中穿越而来，步入这充满历
史底蕴的巷弄，为观众带来了视觉与听
觉的双重盛宴。

此次“青果邀民乐·常州艺术高等职
业学校艺术展演（民乐）”活动，是学校精
心打造的“乐动常艺”文化品牌的一次璀
璨绽放。这一文化 IP 不仅彰显了学校
的艺术底蕴，更展现了学校对常州艺术

生命力的激活与传承。
作为我市唯一的高等艺术专业学

府，近年来，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通过
“乐动常艺”系列活动，不断激发常州的
艺术活力。校长吴栋表示：“我们希望依
托学校的专业优势，为‘青春乐都’增添
一抹独特的艺术韵味，让学校成为常州
最活跃的艺术细胞。”

据悉，常艺校早已在多年前便踏上
了文化惠民之旅，通过精心策划的“艺
魅”系列惠民专场演出，持续不断地满足
广大民众多元的文化需求。截至去年年
底，学校已成功承办了七届演出，通过舞
蹈、歌曲、民乐、时装秀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节目，向常州市民展示了艺术职教
的蓬勃朝气与无限活力。

今年，为了进一步推动文化惠民进
程，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常艺校再度发

力，在舜山小镇、青枫公园等常州标志性
地点，精心组织野生音乐会、音乐节等一
系列演出活动，旨在让“唱州”的歌声更
加嘹亮。

“以演促教”培养复合型人才

一直以来，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始终坚守着“以演促教，以演促学，演教
相融，回馈社会”的教育信条，致力于为
学子们搭建宽广的实践舞台。学校不仅
深耕学生的艺术素养培育，更激励他们
跨越校园界限，投身于多元化的演出与
文化活动中，让实践成为成长的催化剂。

近年来，常艺校不断深化与企业的合
作纽带，建立起长效且紧密的合作关系，
精心构建了以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为核心
的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通过与本地文
旅企业、风景名胜区、文化场馆等单位的
紧密合作，学校成功打造了一系列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学生们在这些平台上得以
亲身参与实地演出、文旅活动策划等实践
活动，定期上演情景剧、展示非遗文化，从
而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提升自我。

艺术表演系主任吴祯说：“近年来，
学校紧跟文旅市场的脉搏，致力于培养
复合型人才，对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进
行了全面优化与调整。”学校大力倡导跨
学科合作教学，巧妙地将音乐表演与戏
剧、舞蹈等学科相融合。通过模拟真实
的文旅项目，学生们得以在实战中锤炼
综合策划与执行能力，从而不仅能够在
舞台上大放异彩，还能在文旅项目中担
任创意策划、活动执行等关键岗位，提升
其就业竞争力。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让学校成为常州最活跃的艺术细胞

本报讯（尤佳 黄沈奕） 10 月 23
日至24日，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第十
一届技能节暨科技创新作品展评活动
开幕。此次活动以“匠心筑梦 技兴
中华—强国复兴有我，技能成就未
来”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化工学一
体化教学改革，检验教学成果，激发
师生对技能钻研与科技创新的热情，
为未来的技能竞赛及科技创新大赛
储备优秀人才。

本次技能节活动内容丰富多样，

共分为技能比赛、教学部门风采展、技能
社团活动以及教学作品与创新作品展四
大板块，为全校师生提供了一场技能与
创新的盛宴。

技能比赛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
共设置了35个比赛项目，吸引了875名
选手的积极参与。这些项目不仅涵盖了
传统技艺的传承，还融入了现代科技的
元素，充分展现了学生们在技能领域的
多样才华。其中，教师组竞赛项目 10
个，学生组项目25个，师生同台竞技，共

同诠释了“匠心筑梦”的深刻内涵。
在教学部门风采展环节，各教学部

门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展示
了技能大赛成果、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
成果、教科研成果以及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彰显了
学校在教学改革方面的积极探索，也为
学生们提供了更多实践与创新的机会。

作品展环节，共计26个教学作品和
29 个学生创新作品参加展出。这些作
品不仅创意十足，而且制作精良，充分展

示了学生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才华与潜
力。现场讲解的学生们活力满满，观摩
的师生们则纷纷表示赞叹与钦佩，整个
展会现场氛围热烈而有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技能节新增了
技能社团活动，这一创新举措旨在进一
步激发学生学习技能的热情，为大赛储
备更多优秀人才。6 个二级学院共开
展了8 个社团招新活动，吸引了大量学
生的关注与参与。学生们在社团活动
中不仅能够学到更多技能知识，还能结
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为技能梦想而
努力。

学校将继续秉承“匠心筑梦 技兴中
华”的核心理念，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加
强校企合作，为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技能型人才而不懈努力。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第十一届技能节开幕

19日，来自怀德苑小学、圩塘中心小学等校的40名常报小记者来到常州
图书馆，一起了解、体验雕版印刷，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雕版印刷的历史、制作工具及流程后，小记者们迫不
及待地投入到雕版印刷实践中。覆纸、滚轮按压、揭纸、盖章，每一个动作都小
心翼翼。在工作人员的耐心示范下，大家逐渐掌握了印刷技巧。看到一幅幅
精美的雕版印刷作品在自己手中诞生，都很雀跃。

这次“雕版印刷”的实践活动，不仅锻炼了小记者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还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了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 赵熹

常报小记者走进常州图书馆体验雕版印刷

零距离感受指尖上的传统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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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活动不仅让我领略到了雕版
印刷的乐趣，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一
传统技艺的精湛与古人的智慧。

雕版印刷的步骤简单而富有韵
味：蘸墨、刷墨、拓印、揭纸。老师提前
准备好了所需材料：墨汁、立棕、宣纸、
棕刷以及最重要的雕版。

制作中，我将墨汁倒入小碟中，用
立棕蘸取墨汁，在雕版上均匀涂刷，确

保每个角落都沾满墨色。接着，我将宣纸
平整铺在雕板上，然后拿起棕刷，在宣纸
上来回均匀用力，使雕版上的文字清晰地
拓印到纸上。最后，我缓缓揭开宣纸，一
幅精美的雕版印刷作品便完成了。

通过这次体验，我感受到了古人求
学的不易，更加敬佩这份宝贵技艺。

飞龙实验小学三（3）班 王嘉栎
指导老师 汪新茹

这次活动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
触，并体验了这一被誉为印刷史上

“活化石”的古老技艺。
老师介绍，雕版印刷术始于唐

代，发展于宋代，盛于明清时期。它
融合了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
拓术等多种古老工艺，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听完老师的讲解和示范后，
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体验之旅。我
小心翼翼地用立棕蘸取墨汁，均匀
涂抹在雕版上，然后盖上宣纸，用棕
刷轻轻拍打，直至文字清晰印在纸
上。虽然第一次因墨汁过多而失
败，但第二次我成功完成了作品，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这次体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古

人的智慧与匠心，也让我对雕版印
刷这一传统技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
热爱。

怀德苑小学一（1）班 黄子君
指导老师 吕菁

活动开始，老师首先为我们讲解
了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区别。活字
印刷的字可以灵活变动，而雕版印刷
的版则是固定的，且每个版只能使用
一次，上面的文字不可更改。

接着，老师详细介绍了雕版印刷
的制作过程：选取平整的木板或枣木
板，在上面雕刻出凸起的反字；再将墨
汁均匀地涂抹在凸起的文字表面；然

后铺上宣纸，用棕刷在纸上刷印；最后揭
下纸张，印板上的文字便清晰地印在了
纸上，并由反字翻转为正字。

最激动人心的是我们体验雕版印
刷的全过程。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
了解了雕版印刷这门技艺，还拓宽了
知识面。

圩塘中心小学五（1）班 李高
指导老师 李晓娟

在互联网时代，许多事都能在手
机上轻松完成，但关于书籍的印刷历
史，我们却知之甚少。最近，我有幸参
加了雕版印刷的体验活动，深入了解
了这一古老技艺。

活动开始前，老师为我们准备了
一块刻有文字的刻板。我拿起滚轮
般的工具蘸取墨汁，均匀地滚涂在刻
板上。接着，我放上一张宣纸，轻轻
铺平在刻板上，然后用一个毛刷轻轻

在纸上来回摩擦。神奇的是，文字竟然
清晰地印在了纸上。然而，当我用力过
大时，纸张开始变黑，字迹也变得模
糊。想到如果要印刷一本书，需要制作
多少块刻板，我不禁对古人的智慧深感
敬佩。

这次体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雕版印
刷的魅力与古人的匠心独具。

怀德苑小学一（8）班 朱星辰
指导老师 金珺

活动伊始，我们先通过视频了解
了古代印刷术的辉煌历史，随后在馆
员老师的指导下，亲自印刷了一张承
载着非遗技艺的纸张。

在体验过程中，用压纸工具将白纸
均匀地压在雕版上的步骤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这一步看似简单有趣，实则对
操作者的用力均匀度有着极高要求。我
印刷的那张纸，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辨，但

有几处因用力不均导致字迹模糊。
通过这次体验，我深刻认识到制作

雕版印刷作品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细心，
只有这样，才能印刷出清晰漂亮的版
面。我为古人的高超技艺感到自豪，同
时也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传承这份中
华经典文化。

怀德苑小学一（3）班 丁若欣
指导老师 周晓丹

在老师的详细讲解下，我了解
到雕版印刷是一项非遗，已有2000
余年的历史。它是指用油墨将反
体或翻转的文字、图形翻印到纸张
或其他表面上的技术。我聚精会
神地听着老师的讲解，同时仔细观
察老师的示范操作。

终于轮到我们动手体验了。
我系上围裙，按照老师的指导开始

操作。我先用立棕蘸取适量的墨汁，
均匀涂抹在雕版上，然后盖上宣纸，
用刷子轻轻刷印。经过一番努力，我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虽然由于
墨水过多导致字迹有些模糊，但这次
体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雕版印刷术
的精湛技艺和古人的智慧。

圩塘中心小学五（1）班 肖博霖
指导老师 李晓娟

活动中，老师生动介绍了中国印
刷术的历史，让我深刻了解到雕版印
刷术是古代使用最普遍的印刷方式。
由于每一页都需要雕刻师傅一个字一
个字地精心雕刻，一版仅能印制一页
内容，因此，若要印制一本书，需要雕
刻出大量的模板，这也导致了古代书
本的珍贵。

活动中，我最感兴趣的环节是体
验雕版印刷。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先
用刷子蘸取适量的墨汁，均匀地涂抹

在雕版上。随后，我小心翼翼地取来一
张白纸，轻轻覆盖在刷好墨的雕版上。
接着，我用另一把刷子轻轻拍打纸张，直
至雕版上的文字逐渐显现于纸上。最
后，我缓缓揭下纸张，一幅精美的雕版印
刷作品便呈现在眼前。

啊，我终于成功了！老师为我拍照留
念，我迫不及待想要将这份作品带回家，
与爸爸妈妈分享雕版印刷的奇妙与魅力。

怀德苑小学一（7）班 李思锐
指导老师 孙安琪

活动开始前，老师详细介绍了所
需工具及使用方法：棕擦用于均匀涂
抹墨汁，立棕则用于蘸取墨汁并刷在
雕版上。接着，老师讲解了印刷的方
法，并让我们轮流操作。

在观察了前面几位小朋友的操作
后，我总结出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之
处。轮到我时，我小心翼翼地用立棕
蘸取适量的墨汁，均匀地刷在雕版上，
然后将宣纸轻轻盖上，用棕擦一点一
点地抹平。过了一会儿，当我缓缓揭

开宣纸时，一面清晰的文字映入眼帘。
这次活动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雕版印

刷对于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即使科技再发达，我们也不能忘记古人
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

怀德苑小学五（8）班 于艾桐
指导老师 程真

□尤佳

1989 年 8 月，一个毕业于江
苏省武进师范学校的毛头小伙子
来到偏僻艰苦的上黄镇任教。三
十六年来，溧阳市上黄中心小学
教师毛如德坚守三尺讲台，怀着
对教育事业的追求，不断地探索
和实践。

知难而上，以校为家乐无穷

36年前，他带着初为人师的
欣喜与激动来到上黄镇前化小
学。学校艰苦的工作环境比想象
中还要糟糕得多，但他知道办法
总比困难多：白天因地制宜地做
教学，和学生学在一起、玩在一
起；晚上学校里没有宿舍，他把老
校长从村支书家里借来的两块长
木板一拼，搭在两张办公桌上，做
成自己的床。工作的磨练，铸就
了他坚韧的性格，养成他不畏艰
难的品质。

调到镇中心校后，已结婚成
家的他依然住在学校宿舍，一住
就是 12 年。直至今天，每当看
着操场南墙边亲手栽的树苗已
成为参天大树，他的心底里便满
是自豪；每当看着一拨拨农村孩
子从校门快乐地走出去，追逐梦
想，他心满意足；每当学生回母
校来看望他，送上一束鲜花，道
一声“老师，谢谢您”，他就感到
无怨无悔。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创佳绩

“走教育耕耘之路，洒尽青
春无遗憾”，这是他一直信守的
教育诺言，也是他一直努力践行
的誓言。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
的责任心使他一心扑在农村教
育事业上。

他负责的德育管理工作并不
是一件好差事，任务重，事情杂，
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为
了把德育工作做得更好，他一直
努力学习，探索新的思路。

全体教职工形成共识是首要

的，接下来还要培养一批品学兼
优、工作得力的学生干部。他有
意识地引导孩子们在竞争中树立
民主意识，注重培养服务意识、自
律意识、创新意识，就这样一批批
优秀的队干部脱颖而出了。每一
项大型活动的预设，他都日思夜
想，力求创新；每一次活动的开
展，他都会给师生一个惊喜；每
一次活动的结果，他都会有经
验的积累。多年来，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一路凯歌，靠的就是
充 满 活 力 的 高 素 质 的 教 师 群
体，还有充满朝气的高素质的
学生干部队伍加持。学校先后
获得“江苏省平安学校”“常州市
德育先进学校”“常州市优质学
校”等荣誉称号。

扎根一线，以诚待人赢尊重

教学工作中，他始终保持高
昂的工作热情，紧跟前沿理念，
敢于创新，乐于创新，是农村教
学中的一棵常青树。走进他的
课堂，会深感他的活力四射和对
语文教学的无穷乐趣、对学生满
心的热爱。

他总是以诚待人，与同事相
处和睦。积极团结老同志，带
领新同志，虚心向他人学习，把
自己的教学经验无私传授给他
人。年轻的班主任们有时将“难
啃的骨头”交给他，他总是无私
帮助。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总
是换位思考，替别人想得多。
同事们遇到不顺心的事，都愿意
跟他说；他也总是耐心地倾听，
对他们进行开导，力所能及地
帮助他们。同事们由衷地敬重
他，很多同事都亲切地称他为

“毛哥”。
春蚕放丝为人所用，蜡炬成

灰照亮别人，教书育人服务于
人。作为一名党员教师，他将再
接再厉，继续发扬红烛精神，忠实
履行教育工作肩负的责任。为农
村教育事业作出一生的贡献，这
是他早已做好的准备！

满腔热忱为教育
实干笃行在农村

弘扬教育家精神弘扬教育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