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格阿鲁神

甘莫阿妞灵

苏尼灵

黎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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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幼小衔接
助力健康成长

乐山女孩将家乡民俗文化融入毕业设计

《彝山之灵》
让本土文化“活”起来

4年前的升学季，乐山外国语学校高2018届学生黎
昊洋，如愿以偿地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学习。4年后的毕业季，她将家乡彝族民俗文化融入
毕业设计，作品《彝山之灵》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22毕
业设计展览上（线上展）惊艳亮相，并被清华美院评选为
优秀毕业设计。

这是一组怎样的作品呢？“毕摩神”“甘莫阿妞
灵”……18个个性化的“彝族神灵”新形象，融合凉山彝族
传统装饰艺术的造型、纹样、服饰、彝文字等元素，将传统
与现代、个性与共性、民族与世界相结合，展现彝族美的
化身，传达凉山彝族独特的文化精神。

大量调研做足功课
力求毕业设计“内外兼备”

爸爸是彝族，妈妈是汉族，黎昊洋因此对彝族文化有
一定了解。“在创作之初，每天花大量时间查阅相关文献、
狂刷纪录片，购买彝族工艺制品，随时循环播放彝语歌谣，
时时沉浸在彝族文化氛围里。”黎昊洋坦言，为了进一步了
解彝族文化，她花费了大量时间调研，做足了功课。

毕业设计开题后，黎昊洋的指导老师告诉她，少数民
族文化想要被大众快速识别与了解，纹样的辨识度高，是
最便捷也是最能直接体现特色的方式。黎昊洋有自己的
想法，她认为，装饰纹样的确独具民族特色，但它只是民族
文化的外化形式之一。“落实到民族设计，最不能忽略的是

‘精神文明’，我希望我的设计能‘内外兼备’。”黎昊洋说。
由此，黎昊洋把凉山彝族作为创作对象。“凉山彝族崇

尚万物有灵，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如
同先祖神一样，护佑着彝族人的一生。”经一番思考，黎昊
洋选择以“神”和“灵”为创作模本，取名《彝山之灵》。

加强学习深耕设计
希望为家乡文化传承发展出力

手握弓箭的“支格阿鲁神”、彝族三色文化化身的“赤
之神”与“黄之神”、掌握羊皮鼓的“苏尼灵”……《彝山之
灵》18个“神灵”形象色彩鲜明，独具彝族民俗文化特色，令
人眼前一亮。

历时大半年，黎昊洋圆满完成毕业设计。为了丰富作
品的呈现方式，她专门为作品剪辑了一条近3分种的视
频。最终，《彝山之灵》被评选为优秀毕业设计。

目前，黎昊洋被清华美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保研。“我
希望能在自己的专业上继续深造，进一步完善学科思维和
实战能力，挖掘更多的可能性。”黎昊洋说，今后她打算往
设计行业发展，家乡将成为她一生的创作灵感库，她希望
能利用自身专业能力，为家乡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记者 张力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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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教育厅印发《四川省中小学教
材管理实施细则》《四川省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实
施细则》《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实施细
则》。以上实施细则均从2022年9月1日开始
实施。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教材
建设和管理工作，根据以上实施细则抓紧制定
具体的管理制度或实施方案。

教材插图应积极健康、质量高
《四川省中小学教材管理实施细则》要求，

根据国家和地方课程方案合理规划教材，确保
教材质量，突出教材特色。 思想政治（道德与
法治）、语文、历史课程等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
安全、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统一使用国家
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的教材。

全省地方课程教材分为通用和专用两类。
通用地方课程教材由省教育厅组织编写、面向
全省使用，一般为主题融合的综合性教材。专
用地方课程教材由市（州）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编
写、面向本市（州）使用，一般为体现地方特色的
专题教材，原则上不超过1部（套），编写前须向
教育厅提出申请，批复同意方可施行。

地方课程教材编写修订应注重教材的系统
性，结构设计合理，不同学段内容衔接贯通，各
学科内容协调配合。专题设计及内容题材积极
向上、导向正确。语言文字规范，可读性强。
教材插图紧密配合教材内容，主题突出，表意清
晰，科学准确，积极健康，符合大众审美习惯。
教材插图质量高，无失真、变形，不过度使用。

《四川省中小学教材管理实施细则》要求，
加强各类专题教育教材和读本进校园的管理。
省级相关部门提出的专题教育，以融入通用地
方课程教材为主，原则上不另设课程，不统一组
织编写和选用专题教育教材或读本。严格控制
地方课程教材、校本课程教材、各类专题教育教
材和读本数量，对数量过多、质量不高的及时进
行清理。

职校教材选用应切实服务人才培养
《四川省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实施细则》规

定，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课程教
材和高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等教材和涉
及国家主权、安全、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统
一使用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的教材。专业
课程教材应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我省产业发展
实际，在政府规划和引导下，注重发挥行业企
业、教科研机构和学校的作用，重视教材质量，
突出教材特色。

教材选用应结合区域和学校实际，切实服
务人才培养 ，不得以岗位培训教材取代专业课
程教材；选用的教材必须是通过审核的版本，擅
自更改内容的教材不得选用，未按照规定程序
取得审核认定意见的教材不得选用。

建立高校教材周期修订制度
《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实施细则》

明确，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的统一指导和国务院
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下，全省高校教材实
行省、学校分级管理。

高校教材须及时修订，根据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科学技术最新突破、学术研究最新进展、
经济社会新需求等，充实新的内容。 建立高校
教材周期修订制度，原则上按学制周期修订。
对于内容陈旧、缺乏特色或难以修订的教材应
及时淘汰。

同时，高校要加强教材编写队伍建设，注重
培养优秀编写人才；支持全国知名专家、学术领
军人物、学术水平高且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
头人、教学名师、优秀教师参加教材编写工作。
加强与出版机构的协作，参与优秀教材选题遴
选。

据省教育厅网站、成都日报、成都发布

四川省教材管理新规
9月1日起施行

热爱音乐的陈燕老师 受访者供图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展，素质教育被推向了教育的高
潮。学校音乐课程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独特的育人功能。

乐山市草堂高中坚持以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为目标，全
面推进艺术教育，浸润学子心灵，音乐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门学科。

“音乐是以美育人，我的课堂就是要让学生感受音乐的美，表现
音乐的美，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该校音乐教研组组长陈燕，担任
音乐教学已有18年，在她看来，音乐学科和其它学科一样重要，旨
在培养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采采
先先 锋锋 风风

用音乐点亮青春
让活力充满校园

——记乐山市教学先锋乐山市草堂高中教师陈燕

陈燕老师（前排左四）与合唱团学生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2021年12月，市草堂高中燕
语合唱艺术团接受评估验收，被评
为市级“优秀学生合唱艺术团”。
这个合唱团是13年前陈燕与该校
音乐教师唐文英一起创建，汇聚了
一群热爱歌唱、追逐梦想的学生。
合唱团不仅活跃了学校艺术氛围，
也承载着学校美育教育的重任。

“每年开学季，合唱团会从新
生中面试选拔一批在音色、音准、
节奏感等方面具备一定条件的新
成员，至今合唱团已发展至百余
人。”陈燕说，进入合唱团后，成员
们每周会进行2次社团活动学习，
包括学习打拍、识谱、歌唱技巧、情
感处理等相关歌唱专业知识。

遇到合唱比赛或各类合唱活
动，需要排节目加练，陈燕都毫无
怨言地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
行排练。同学们全心投入，收获了
快乐，也丰富了课余生活。

从该校每年的纪念“五四”文
艺汇演、“一二·九”大合唱比赛，
到教师节节目表演，再到每年的
乐山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都有该校合唱团学生活跃的身
影。从创建至今，通过陈燕等指
导教师和同学们的努力，合唱团
在各项比赛中摘金折桂，并且拓
展了学生走向音乐专业学习的空
间，让学校走出了一条满载荣誉
的艺术教育之路。

创建学生合唱团
活跃学校艺术氛围

“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很
幸运在陈燕老师那里，能够汲取到这样的营养。”该
校毕业生王晓雨至今仍记得，每天中午和好友一起
去音乐教室，跟着陈燕老师唱歌的场景，这给高中
时期的她带来了无穷的能量。

“音乐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育人功能。”在陈燕看来，高中的音乐课应以各种
类型、各种风格、各个时代的音乐为载体，让学生感
知音乐艺术的美；教师结合唱、奏、听、动、创等实践活
动，表现音乐艺术的美。“在课堂上，老师应该带领学
生对各类音乐形成的起因、发展、走向等方面进行探
讨，引导学生去认识、去理解音乐文化的特点，从而
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陈燕说。

作为学校音乐教研组组长，陈燕常常带领全组
开展教研活动，引导教师在规范教案学案、整合优
势资源、加强教学反思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升
教学水平，力争让每一堂音乐课有趣高效。而她自
己也在不断进行钢琴、声乐等专业学习，近年来在
国家、省、市级赛课中获得各类奖项近20个。

陈燕表示，她将一如既往地将音乐教育教学工
作踏实做好，在音乐的律动中，与同学们一起快乐
前行。

打造有趣高效课堂
提升学生艺术修养

记者 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