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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周晶元

艺术课程促美育落地

“以往，相对于德智体，各区县均存在对
美育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的问题，导致美育
只是停留于‘纸面’，漂浮在‘云端’，处于
相对薄弱的地位。”淄博市教育局局长赵新法
说，“美育不是空中楼阁，要抓好艺术教育课
程化这一美育主阵地。”

11月28日，记者走进位于张店教育便民中
心四楼的素质教育超市，八九个初中学生正在
学习拳击，他们带着头盔、拳击手套在教练的
指导下打得正起劲。

“这里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我们可以尝
试很多在学校里没有接触到的东西，在学习之
余还能培养一个爱好。除了搏击，还有书法、
象棋、声乐等，我以后还会尝试一下其他的项
目。”张店七中的学生吴浩男说。

今年5月，张店区“素质教育超市”正式
开张，根据场地及师资力量的优势，共开设了
自由搏击、传统武术、健身、书法、绘画、手
工制作、器乐、舞蹈等10余个课程项目，全方
位为青少年发现自我、培植兴趣提供“一站
式、敞开型、可选择”的服务平台。下一步，
“超市”将逐步扩大规模，完善设施，分批次
向全区各校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可供学生选择的美
育课程建设成了重中之重。目前，以“普及＋
提高”为主的学生社团课程建设，成了学校美
育的重要阵地之一。

2013年，淄博市教育局就出台相关文件政

策，要求“划底线、保基本、上水平”：各中
小学严格执行美育课程计划，对未能开齐开足
美育课程的地区和学校实行合格性评价，评优
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统筹城乡美育课程
的装备资源和师资配备，满足美育课程与活动
的基本需要；着力提高美育课程质量，将美育
实践活动课程化，形成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特色的美育课程，确保美育在各学校“全面开
花”。

把艺术教育渗透到每个学科

“让学生在美的环境中得到熏陶，成为有
完整人格和高雅情趣的人，用美的教育塑造美
的人。”淄博四中刘绍华校长如是说，“素质
教育的一大目标是升华灵魂，艺术教育在其中
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

在淄博四中，艺术教育不再作为文化教
育、科学教育的点缀，《音乐剧欣赏》、《合
唱艺术》、《毛笔书法入门》、《体育舞蹈》
等艺术课程已经作为正式的校本课程出现在学
生的课程表上，艺术教育的周期化、制度化、
规范化已经在该校形成，并且开始与其他学科
相互渗透。

“是谁，隔开了原始海洋的动荡／是谁，
奏鸣了生命的交响／没有你，我一个小小的细
胞会是何等模样……”在淄博四中袁美玲老师
的生物课上，一位同学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
“生物诗”——— 《猜猜我是谁》。

原来，袁美玲老师鼓励学生根据生物学知
识编写成“生物诗”、口诀、谜语，绘制思维
导图、制作模型等，以戏剧“角色扮演”的形
式呈现生理过程，以生动的教学形式提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优化教学效果。

记者从淄博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初，淄
博市召开了全市教师美育思想第三次研讨会，
正式提出《学科美育指引》构想，《学科美育
指引》包含小、初、高各个年级、各个学科，
共包括“蕴涵的美”、“师生素养”、“审美
设计”三大模块，为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挖掘和
渗透美育提供参考，促进美育在学科教学中落
地。

通过学科渗透实施美育，每个学科教师都
是美育的实施者，让美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实现“对100%的学生在100%的教育时间和空间
里实施全面的美育”。

统筹利用美育资源

丰富社会资源是实施美育的宝库。淄博在
加强幼、小、初、高美育衔接的同时，也注重
统筹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各方美育资源，形
成“以美育人，育美的人”的合力。

前不久，淄博七中摄影社的24名同学在指
导教师的带领下，到淄博市校外美育教育基
地、江北最大的摄影艺术馆——— 云志艺术馆参
观学习，欣赏到50多幅由馆长刘云志及其他著
名鸟类摄影师拍摄的作品。

观看中，刘云志向同学们介绍了每一幅摄
影作品中鸟的属性、特点、拍摄地点和拍摄经
历。同学们也积极向刘云志请教野生动物拍摄
等方面的摄影艺术和技术。学生们纷纷感叹，
在校外美育基地的学习，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
视野，丰富了专业知识并提高了专业素养。

据了解，目前淄博市已确定了55处全市校
外美育基地，依托中小学校外美育基地开展
“风情周末”摄影大赛、“书风墨韵、与美同
行”书法展等活动，初步形成了市、区(县)学
校三级校外美育基地网络，实现优质美育资源
共享。

各县区也因地制宜，挖掘当地美育资源优
势和社会力量推进美育工作，桓台县按照学龄
段分批次组织学生参观渔洋文化博物馆、欣赏
文艺演出等，邀请民间艺人传授苇编、剪纸、
陶艺、地方戏曲等技艺，借助多媒体视听教学
手段，寓教于美，增强教学的艺术性、观赏
性，被教育部表彰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
验县。

教师美育素养的提升也是美育工作的重
点。淄博在全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全员培训
中，加强研修《教学艺术及审美化教学》，并
在淄博教育信息网开设了“美育之窗”、“美
丽一瓣”栏目，提升各学科教师美育素养。

赵新法表示，淄博还要进一步加强美育工
作的研究、实践，同时，通过市级督导责任区
中小学美育工作专项督查，积极推动中小学美
育工作，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美的素养。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王颜山，１９４１年生，字青如，山东淄博
人，当代著名书法家，古典诗词学家，人文学
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山东省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淄博市政协副主席、淄博市书法
家协会主席。。

用王颜山自己的话说，他并不是什么书法
大家，准确地说，应是“群众文化工作者”，
或者是书画组织和引导者。从王颜山身上，可
以看到老一辈对文化传承的执著。

著书立说 文化底蕴深厚

“人们都认为我是写字的，其实，我大部
分精力都放在对文学、历史和诗词的研究上，
我是一个杂家。就像一道博山酥锅，什么东西
都有，什么味道都有。”王颜山是博山人，热
衷于博山美食，便以博山酥锅自比。

谈起古诗，王颜山说：“唐诗是酿出来
的，宋诗是想出来的，明清之诗是仿出来的。
唐人把格律诗写绝了，宋人把韵律写绝了，无
人能再超越。”所以他另辟蹊径，写长短句，
不成律不成绝，意境第一，遣词造句在其次。
王颜山把这种叙事特别强、排比铺陈比较放得
开的句子称杂诗，长的有近百句，比如《仓颉
造字歌》，短的只有几句话。

记者翻看他的手抄本杂诗，被诗句中宏阔
的场面和铺排华丽的词藻所吸引。此类杂诗，
计有１０００多首，例如《谒蒲松龄先生故居》：
秋藤老树灯影寒，布袍萧索鬓发斑。一世无缘
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肌冷素裳悲情鬼，
面娇花背叹狐仙。聊托荒斋写孤愤，《志异》
书成追马迁。从中可见王颜山的文化底蕴。

王颜山说，是张应乾（学兼中西的博山知
名学问家）引自己走进文化的。１９５７年，王颜
山初中毕业，被招到图书馆工作，做张应乾的
助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两万多古籍线装
书进行了清理、编排、上架，按经史子集进行
分类。

后来，经过广泛涉猎，王颜山出了自己的
著作，主要著作有《谈孟姜女》、《谈非
遗》。在《谈非遗》中，他认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各种科学有效的保

护措施。要采取政府支持、民办公助等多种形
式，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民俗博
物馆、展示中心、研究基地、教育基地、传承
基地和传习所建设。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灵活多
样的传承机制，打造各种不同的传承平台，广
泛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进行传承，积极推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学校、进课堂、进企事业单位等
活动。

为书画界奔走呼号

后来，王颜山到博物馆工作，开始正式接
触书法。

１９７５年，王颜山被调到工人文化宫。“这
段时期奠定了我在书法界的基础。原因有三：
当时文化宫是淄博市面积最大、设施最全、经
济情况最好的市直文化单位。我率先组建了地
域性的书画艺术队伍——— 博山地区书画研究
会。从那时开始，我就成了地区性书画艺术组
织者和负责人，一干就是３６年，熬老了两代
人。淄博市书画界除了年轻的，中老年８０％的

成名者，我都为他们服务过。推荐宣传，为他
们办展览，写文章介绍。”

王颜山擅长汉隶、旁涉篆、楷、行草诸
体，书风如皎皎明月，朗朗清风，遒美古雅。
他长期从事国内外书法艺术创作、交流和发
展，有近５０万字的书画理论文章和著作先后刊
登于海内外专业学术报刊。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举办
个人书法作品展，并同时出版《王颜山书法
集》。

“这些年我大量地代人写序写跋，花在写
字上的时间很少。淄博市老中青三代书法家
中，写得比我好的、名气和成果比我大的为数
不少。但老少三代人５０年来一直坚持读书，坚
持为社会文化服务的，不客气地讲，惟我王颜
山一人。”记者随手翻看着他书橱中装帧精美
的书画图册，发现确实都出自他手。

尽管他一辈子为别人服务，获奖很少，但
山东书法界，却没有不知道“王颜山”这个名
字的。不管是中国书协，还是全国各地展览来
的人，都很佩服他的为人和书法造诣。任市政
协副主席期间，尽管政务缠身，他仍然是群众

文化工作者，依然为书画界的同行们奔走呼
号。

钻研美食文化和氏族文化

这些年，王颜山始终站在文化阵地上，率
先发起了两个研究，一是淄博市饮食文化研
究，二是氏族文化研究。

饮食文化是地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王
颜山任淄博市饭店烹饪协会名誉会长，写了论
文，还到饭店跟厨师说菜，在宣传博山菜方面
打头阵，为博山菜占据鲁菜一席之地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诞生于１９１９年的聚乐村饭庄，将博山此前
盛行的三台席改进为四四席，历经近百年成就
如今的经典。王颜山的父亲、爷爷、叔祖皆在
聚乐村做过厨师，他至今仍记得，叔祖王广镛
的拿手好戏是让一个伙计弯下腰，在他背上铺
块湿布切肉丝，肉丝细如发丝，切完后湿布一
揭，伙计后背上不留任何痕迹。

王颜山介绍，满汉全席１０８道菜，而博山
四四席菜品不下３００道，其中能看到孔府菜、
御膳菜、满汉全席、江南菜以及西点与当地菜
融合的影子。“一桌四四席，包括四干果四点
心四鲜果四平盘四大件四行件四汤饭，每道菜
品均配有不同的茶、酒、粥。博山菜美味的诀
窍之一是‘汤头’，常言说，‘当兵的枪，厨
子的汤’，老博山菜馆里没有味精，调味全靠
高汤。”

小时候的王颜山从没机会吃四四席，但美
食之外的礼仪和传统，孝顺、团结、关怀，通
过这种温情脉脉的方式，流进王颜山幼小的心
里。“现在，淄博人重要的接待——— 婚嫁，最
讲究伺候娘家客，还是要做四四席，这是传
统，更是礼仪。”

对于氏族文化，王颜山认为，那些有贡
献、有家教的封建门第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最
基础的元素，是地域文化的支柱。“没有氏族
文化，就谈不上地域文化，没有地域文化，就
构不成民族文化。”基于这个理念，他抓住桓
台王氏家族文化研究，王氏家族在３００多年
间，立几代而不衰，从中可以看到他家的精神
支柱和文化传承。研究这些，对于提高民族素
质、继承优秀传统、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加强学科渗透 统筹美育资源

淄博大美育促素质教育
阅读提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明确指出：“加强美育，培养学

生 良 好 的 审 美 情 趣 和 人 文 素

养”，“促进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淄博市教育局已于2013年2月

出台《淄博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中

小学美育的指导意见》，正式在

全市构建“大美育”格局。时经

两年，淄博通过实施艺术课程，

加强学科渗透，统筹美育资源等

初步构建起淄博特色的“大美

育”格局。

涉及多领域文化研究 坚持为社会文化服务

王颜山：执著传承传统文化

1 0 月 2 4 日 ，
2015年张店区中
小学素质教育成
果大联展，学生
们献上精彩的表
演。(资料片)

今 年 9
月，王颜山
向记者介绍
他对传统文
化的看法。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韩文彬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公布的2015

年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 ,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示
范、试点县（市、区）名单中，有6个县（市、
区）被确定为2015年国家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示
范县（市、区），博山区位列其中。

据了解，博山区自2009年4月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批准为国家传统知识知识产权试点区以来，在国
家、省、市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下，执行《国家知识
产权强县工程试点、示范县（区）评定管理办
法》，全面贯彻“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
护、科学管理”的工作方针，按照“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保护产权、繁荣经济”的原则，不断加大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力度，努力提高
全区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对陶琉文化等传统知识资源
的传承、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能力，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市场竞争优势，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实力。传统
知识知识产权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快发展，为全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博山区成为国家传统
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胡正鹏 王斌 报道
本报桓台讯 近日，一台崭新的电子书借阅机

落户桓台县图书馆，借阅机内存置3000部热门图
书，且每月定期更新，为广大市民更大范围、更方
便地阅览图书提供了条件。

记者从桓台县图书馆了解，电子书借阅机是一
款纯自助电子书籍借阅设备，内置3000部最新出
版、独家授权的各类热门电子图书，并且每月定期
更新150种图书。读者只要用手指轻轻地触碰显示
屏上的图片就能实现对主机的操作，扫描下载并安
装移动图书馆客户端后，只需在电子书借阅机屏幕
上选择心仪图书，扫描图书封面二维码，便可将该
书下载至手机，把想看的电子书免费带回家，实现
随时随地的阅读图书。

桓台新添电子借阅机

内存3000部热门图书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在

山东理工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办了淄博市第五届讲
解员比赛，来自全市12家博物馆、纪念馆的43位选
手参加了比赛。

参赛选手全部来自全市文物系统在职从事讲解
工作的讲解员，讲解比赛内容为本单位陈列范围或
馆藏文物中的一件（组）文物（图片）或历史文化
内容。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共评选出三等奖9名，
二等奖7名，一等奖3名，特等奖1名。

此次比赛中，参赛选手得到了锻炼、开阔了眼
界，学得了宝贵经验，为淄博市文博系统讲解服务
质量的提高搭建了良好的展示、交流平台，利于促
进讲解服务质量再提升。

第五届讲解比赛

成功举办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3日上午，齐文化博物馆陈

列方案汇报会举行，经过论证、设计，齐文化博物
馆基本陈列方案顺利通过专家论证，预计明年７月
完成并试运行。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志民，淄博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荣青等出席。

齐文化博物馆是一座集文物收藏、展陈、保
护、研究、教育、休闲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博物馆。
展览陈列以齐文化为主线，以齐地历史发展为序，
以文物为载体，穿插具有齐地特色的文物专题陈
列；同时，展示当今临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及未来
发展规划的前景。

王志民指出，博物馆要以文化为切入点，将齐
文化的活力充分体现出来，要充分挖掘“稷下学
宫”等重大历史现象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地位，进一
步梳理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相关典籍，通过历史文
物、历史名人、历史典故反映齐国、齐人、齐文
化，让游客感受齐文化、了解齐文化、学习齐文
化。

齐文化博物馆
明年７月开放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闫盛霆 报道
12月4日，淄川区特教中心跳蚤市场开市。淄

川特教中心师生、家长共同制作的手工用品现场销
售，志愿者等社会爱心人士踊跃购买。

据特教中心主任司衍福介绍，跳蚤市场的举
办，既培养锻炼了孩子的能力，又吸引了社会爱心
人士购买，所得收入将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跳蚤市场收入

资助贫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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