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小时 "#分钟，这是 $月 !"日下午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在上海工
艺美术职业学院参访的全部时间。总干事始终保
持着很高的兴致，无论是深入教室察看学生的实
践操作，还是与师生们座谈，她说得最多的几个关
键词就是“工作”“生活”“技能”。
参观上海数码艺术公共初实训中心、观看获

得国际大奖的师生 %&影院作品、参观多媒体交
互实训室、观摩学生正在上课的漆艺、玉雕、竹木
刻、雕版、刺绣拼布、草编……在这些工艺美院院
长姜鸣特意安排的内容中，博科娃看得十分认
真，并不时发问。“面向 '!世纪，职业教育的课程
设置既要有传统的项目和内容，也要融入更多新
的创意元素。”她说，学校应当开阔学生的国际视
野，让他们的学习能够很好地将传统与未来结合

起来，这才是提高他们未来生活技能所必须的。
来沪参加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的

博科娃，参访的唯一一所职业类院校就是上海工
艺美院。而本届大会的主题又恰是“为工作和生
活培养技能”。尤其是看到学校的几乎每一个专
业都是由行业大师领衔担任导师时，她对这种师
傅带徒弟式的手把手传授技艺的职教模式非常
赞许。将学生的玉雕作品拿在手里仔细观赏、与
上雕刻课的老师亲切交流，她说，手工艺的传承
教育，它将对这些行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而这样的传承又必须是与传统文化、现代技
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更好地工作，更好地生活。”这是博科娃留

给工艺美院师生们的忠告。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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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又紧张
$月 $日，复旦大学学生会学术部联合学术类

社团，开展了组装风力小车、制作叶脉书签、提炼明
矾等通识教育理科体验活动。当天下午，近二十名
同学走进生物实验室，一起“玩”学术，亲身体验理
科世界的魅力。
对大多数体验者来说，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第一

次进入生物实验室。墙上悬挂的陈列板，实验台上
摆放的器械，实验室的细节让他们疑问连连。出于
好奇，大一新闻传播学类的张一然同学“巡查”了实
验室的各个角落：“虽然和高中的生物实验室没什
么差别，但我还是觉得新奇又紧张。从没想过进入
大学后，还会来到这种地方。”

动手做解剖
首先，生命学社社员张天昊演示了实验步骤，

并展示了实验样品，之后同学们开始动手进行牛蛙
解剖实验。生物学社的同学穿梭于各个实验台之
间，讲解牛蛙身体的结构和特点，处理实验中的突
发状况，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第一次做实验的趣事。
不敢亲手操作的同学三三两两地围住其他同学的
托盘，边观看边讨论。约一个小时后，大多数同学完
成了实验。
“和在书上看到解剖图的感觉完全不同，”一位

社会科学试验班的同学在试验中紧张得手不停颤
抖，最后成功解剖了牛蛙，“亲眼看到了牛蛙身体内
部的结构，我觉得生命真是神奇而宝贵。”

文理也双全
目前复旦大学面向文科生已开放了自学生物

实验、自学物理实验、实用医学物理实验等通识教
育选修课。不少同学虽有兴趣，却因为课时多、课
业重、期中不得退课等种种原因不敢选。!!级经济
管理试验班的俞美玲在这个学期选修了《自学生
物实验》。她坦言，课程对操作能力要求较高，对高
中分科后再没接触过实验的自己而言，具有相当大
的挑战。
一些理科类通识教育课程也面临相似的瓶颈。

学生反响不温不火，鲜有选修人数多、教室爆满的
场景。“目前的通识教育，还是以理科生学文科知
识为主。但是作为综合素养的重要部分，文科生
的科学素养应该如何培养呢？”!#级新闻系车锐
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正是本次通识教育体验日
活动的宗旨：统筹文理科学术社团的常规活动，
吸引广大同学参与，培养同学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的兴趣。
此外，在 $月 (日下午的通识教育文科体验日

活动中，来自文、理科不同专业的五十多名本科生、
研究生参观了文博系标本馆和文物修复、保护实验
室，听取文博系老师、博物馆研究员的专业讲解，并
亲手接触了古钱币、古陶瓷片标本。在 $ 月 !(

日———国际博物馆日来临前夕，同学们通过与文物
的“亲密接触”，真正走进历史的故事与传奇。

复旦大学 吴佳桐 文 许旸 图

! ! ! !最近，上海海事大学的同学们只要打开人人
网或微博，就能看见不少该校校园微电影的展
示。这些微电影的演员不同，题材也各异，但都有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微电影的取材都来自大学生
日常生活。是什么促使海事的同学们自编、自导、
自演来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的呢？这都要归
功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团总支于日前举办的“我
的青春我做主”微电影大赛。
“今年是中国共青团建团 )#周年，我们应拿

出应有的青春活力，在这个可以畅想未来的年纪，
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地表达内心蓬勃的朝气。”信
息工程学院学生团总支负责人陈敦耀同学谈起了
策划举办微电影大赛的初衷，“最近，微电影颇受
追捧，网络上受欢迎的微电影层出不穷，相信我们
身边也有许多同学跃跃欲试，我们希望用这种形
式展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活力。”

微电影大赛于 "月底开始，主要面向信息工
程学院学生，同学们大多以班级为单位组队报名
参赛。参赛学生完成微电影后，由学生团总支统
一上传至视频网站再通过团总支人人主页和新
浪微博进行分享和转发。除邀请评委进行评选
外，作品的人人分享量和新浪微博的投票数也被
纳入了大赛的评分表准。

$月 (日，大赛组委会审核并公布了 (部微
电影作品并在新浪微博上开展了投票活动。至 $

月 !#日 !*时，已有 !#'(人参与了投票，转发投
票的也有近 *##人。我们看到在作品中，既有讲
述寝室糗事的《$!"那点事》，也有励志电影《自
己选的路》，更有浪漫爱情片《邂逅缘分》。

用一部微电影来展现我们自己的青春，也留
给未来的自己一份大学时代的记忆。还在犹豫不决
的你，不想赶快加入吗？ 上海海事大学 王浩森

! ! ! !日前，中共中央
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教
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
闵行校区，做客第 "$

期焦点讲坛，为全校
师生作“中西文化模式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辅
导报告。在报告中，衣教授以文化建设面临的重
要机遇为切入点，在对中西文化模式历史回顾的
基础上，比较了中西文化模式和文化软实力，从
而提出“文化软实力建设重在微观践行”的论断。
衣俊卿指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正处于一个

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
化强国目标的提出，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
绵长悠久的‘中国梦’，一下子有了现实的紧迫
感”，衣俊卿认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和难点就在于
国家文化软实力。
从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到西方理性文化模

式在近现代的发展；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根
基，到对中国传统经验文化模式的认识，衣俊卿
回顾了西方理性文化和中国传统经验文化的形成
和特征，并比较两种文化模式和文化软实力对社
会生活，特别是对教育、法治的深层次影响。通过
比较，衣俊卿指出，中国在现代核心价值和文化精
神的建构上，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国际上，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还相对薄弱，“西强我弱”的文

化格局还没有改变，同时，受西方文化霸权的影
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衣

俊卿认为，首先要把握好三个关系，即在文化建设
中把握好“硬实力”和“软实力”、手段与目的的关
系；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宏观倡导与微
观践行的关系。衣俊卿强调，文化软实力建设重在
微观践行，要做到微观践行，就要生动讲述 !%亿中
国人的故事，具体地、形象地展示当代中国经济、政
治和社会发展进步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创造力，特别是中国在推动科技进步、化解人类发
展困境方面的智慧和文化创新，还要考虑如何具
体、生动、多方面地展示现代中国人的优秀形象。

衣俊卿建议说：“如果我们的每一部电影和
电视剧，每一个电视节目和文化艺术创造都能润
物无声地彰显中国的优秀文化和核心价值；如果
我们的每一个企业、每一项国际合作、每一次文
化交流都能具体真实地展示出中国的优秀形象，
那么我们将会真切地感受到现代中国文化的魅
力和力量。”
衣俊卿教授的报告，展现了一幅从古到今、

从西方到中国本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
画卷，同时，描绘出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
化强国的未来向标，引人思考，深受启迪。

上海交通大学 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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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尸？！”伴随着
解剖刀掉落在托盘

上的金

属碰撞声，生物实验
室里传出一声惊呼

。生命学

社的社员走到实验
台前，拿起解剖针

，对准牛蛙

头部与脊背间的凹
陷处，刺入并转动

针身，还对

身旁的同学讲解道
：“这是因为你没有

完全破坏

牛蛙的脊髓，所以
虽然已经处死了它

，但是它的

大腿还可能出现抽
动。”第一次尝试牛

蛙解剖实

验的同学们听着“老
师”的讲解，频频点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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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视频记录我们的青春
上海海事大学微电影大赛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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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参访上海工艺美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