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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五一小长假，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诗社指导老师昌盛，带着

4 位学生抵达杭州。他们可不是来玩的，而是来学军中学会

诗友的。

昨天上午，在人大附中和学军中学两校师生的共同见证

下，“学人诗社”正式成立，为两所名校里热爱诗歌的学生架起

了诗歌交流的桥梁。

诗词走红校园，人大附中和学军中学一拍即合成立“学人诗社”

五一假日，北京中学生来杭州会诗友

本报讯 虽然是五一小长假，但浙江理

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艺术与设计系的这群

毕业生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忙得来劲。因

为这次他们要展出的毕业设计代表了四年来

的学习成果，现场不但有老师来评分，也面向

社会，让市民为其打分。

本次2017届毕业设计作品展以“一心一

起”为主题，含动画、建筑、广告、微电影等多

种类型。此次毕业展作品来自该院的五个专

业，包括视觉传达、工业设计、环境设计、广告

设计和动画设计。

下午2点半，一进博物馆展厅，就看到一

个大屏幕，上面正放着动画片，这些都是动画

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大约展映了19部

动画作品。

其中，动画作品《伞》吸引了不少市民留

步观看。

“作品以水墨动画的技法，全部二维手

绘。给大家讲述了一个伞的起源故事，把西

湖的景带进去。”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

院动画专业负责人陈建君老师说，这个作品

还被中国伞博物馆看中了，接下来有可能被

采用。

现场，还有学生把音乐和广告结合起来，

以视觉传达形式包装了一个歌手专辑，名叫

拾光。他们从平面海报，歌曲MV，订阅号推

文对歌手进行包装宣传,设计出一系列的延

伸产品。

“从歌手、创作歌曲、录制、磁带、动态海

报等，整个音乐专辑都是我们专门设计的。”

毕业生赵昕宇说，设计过程还将 VR 与视频

相结合，记录了学校每处景色和美好的大学

记忆，这份毕业设计作品也算是送给母校的

一份毕业礼物。

现场作品中还有不少实用性设计，比如

作品《Lamp2.0》则是一项结构创新与无线充

电技术结合的作品，可折叠灯头能灵活调整灯

光方向，并同时满足手机充电的需求。此外，

产品设计专业也不乏一些能解决生活实际问

题的作品，如作品《骑行便携雨衣》通过前部隐

藏式结构设计，有效防止骑行者受风雨冲击，

使用后还可折叠成收纳袋，便于携带。

“大学生设计的作品都非常有想法，能把

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不容易，说明现在毕

业生的专业功底扎实，还非常有创意。”市民

陈先生带着女儿在设计展上逛了好两圈，还

给毕业生们打分，并提了不少建议。

本报记者 林晓莹

运河边看毕业设计展
市民给大学生作品“打分”

本报记者 沈蒙和

诗社的名字不但嵌入两所学校的名字，

更暗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理念。

令人好奇的是，一所是京杭大运河最北

端的首都名校，另一所是最南端的杭州名校，

相距千里，为何会因诗歌走到一起？按学军

中学校长陈萍的话说，两校共同发起成立诗

歌社团，是“一拍即合”，比中国诗词大会走红

还要早一步。

读诗词在中学校园很流行
“学军中学不仅以理科教学见长，出了许

多学科奥赛冠军。学校还一直提倡文理兼

备，人文氛围也很浓厚，获得过许多文学类奖

项，有学生甚至在高中三年创作过十几万字

的小说。金庸、贾平凹等文学大咖，都曾来学

校文学社指导过。”陈萍说，“科学和人文并不

矛盾，我校希望能将两者有机结合。诗词是

文学的一部分，不少学生有这样的爱好。人

大附中校长翟小宁也持相同观点，今年年初

在北京碰面时，我们就商定成立联合诗社。”

另一方面，如今诗词在中学校园很流

行。人大附中仅诗社成员就有七八十人，还

没算其他喜欢诗词但没入社的学生。学军中

学的情况也差不多，“我总会在床头放一本诗

集，有时是海子，有时是北岛。”女生吴诗慧告

诉钱报记者，“我和同学喜欢用诗意语言记录

生活体验，因为觉得这样能表达更多情感，至

少看到花开时，不再是简单说一句：‘哇塞，好

漂亮！’”

著名诗人黄亚洲来助兴
昨天著名诗人黄亚洲也参加了“学人诗

社”的成立仪式。近年来，他积极推动成立诗

社，认为这样的形式对写诗有帮助。他告诉

“学人诗社”的小社员们：“我是写了 40 多年

诗的老诗人，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自

己的平庸之作那么多？一是中学时代没有诗

社，二是没互联网，当时写诗无法与人切磋交

流。如果能像你们现在这样，我写诗或许动

力更大，会成为真正的大诗人。”

他仔细翻阅了两校学生的原创诗歌，还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大附中的学生爱

写古体诗，学军中学的学生则更喜欢写现代

诗。

“以后交流多了，我们也会尝试写写现代

诗。”人大附中高二学生周禹任告诉学军的诗

友。学军的学生也对人大附中的诗友们表示

由衷钦佩，居然能《咏空调》、《咏鼠标》，把 21

世纪的空调、鼠标都写成了古体诗。

据了解，“学人诗社”以后每年都会编印

两本诗集，两校诗友有两次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春天在杭州，秋天在北京，平时则通过qq

群切磋。同时，两校语文老师也将借此机会

以诗会友，交流诗歌创作的指导经验。

两 所 学 校 学

生交流诗歌。

本报讯 昨天下午，2017中国（杭州）国

际少儿漫画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青少年发展

中心三楼多功能厅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130 位获奖小选手代表盛装出席颁奖仪式。

他们是5721位获奖学生的代表。

在颁奖现场，《幽默大师》、《爆笑校园》两

家杂志的负责人带着聘书向 20 位“国漫大

赛”获奖选手发出了邀请，聘请优秀的获奖选

手成为杂志的御用特约画手，孩子们成为了

真正的“漫画家”。此外，漫画家朱德庸先生

为幸运的获奖选手提供了签名书、公仔十套。

本届大赛自去年 10 月启动，以“鸡年画

鸡”、“我的视界”为主题，面向全世界征稿。

经过几轮比拼，最终评选出特等奖9件、金奖

467 件、银奖 820 件、铜奖 1517 件，优秀奖

2906 件。另有 383 位老师获得优秀辅导教

师奖，153家机构获得优秀组织奖。

本报通讯员 王丹情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全球130位学生来杭州领漫画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