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向大家推

荐两道校园风情。

一道，酷酷酷，来自

杭州市绿城育华小学，浙

江省第一支小学冰球队

帅气亮相；

一道，美美美，来自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姚琛老师及其团队，把杭

城绣进了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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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冰球，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项只有

北方才有的运动，很多南方学生可能连冰球

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近日，杭州市绿城育华

小学成立了浙江省第一支小学冰球队，孩子

和家长将这支队伍取名为山猫冰球队，寓意

着队员们能像山猫一样机智、勇敢。

据了解，这支球队的队员由一至四年级

的 18 名学生组成，其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人

数最多，所有队员都有 1~4 年学冰球的基

础，有的队员从小班开始就在学冰球了。

这支球队的队员之前都是杭州喜悦钱塘

骑士冰球俱乐部的学生，由教练王鑫带领，这

次学校聘请了王教练作为冰球队的主教练，

他从事冰球教练已经 6 年，之前是国家冰球

队队员。

刚听说冰球的家长可能会有些顾虑，冰

球运动必须使用冰刀，在激烈的比赛中，双方

队员移动速度这么快，孩子会不会一个不小

心摔跤被刀刃划伤？

王教练告诉记者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和篮球、足球这些赤身对抗的运动相比，在冰

球运动中孩子上冰会穿戴整套的护具，从头

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是比较安全的运动，而

且在他担任冰球教练期间，没有孩子受过伤。

据王教练介绍，近两年他感觉杭州地区

学冰球的孩子越来越多，从去年开始浙江省

的冰球队举办了联赛，孩子的热情很高。

但是冰球运动想要普及，最大的限制还

是场地。王教练说，想要进行冰球运动就需

要有足够大的冰场，至少要有 600 平米大

小。但是因为气候原因，南方的冰场较少，而

且维护费用高，小一点的冰场造价也在一千

万元左右，一个月光是电费就要十多万元。

场地不足也是阻碍冰球运动进入校园的

主要因素。绿城育华小学校长陈啸剑说，学

校一直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前段时间，

很多家长和学生向她提起希望学校能开设冰

球课程，让喜欢冰球的学生能在学校里学习

冰球。虽然现在开设了冰球课，但是学校的

冰场只有 70 平米，只能容纳 10 个学生，课上

学生只能学习一些基础动作，冰球队的训练

仍需在俱乐部进行。

看上去高大上的冰球运动，费用自然也

不低。记者打听了下，在外面学的话，一对一

的教学，30 分钟大约 260 元。而学校的冰球

兴趣班每学期大致费用是每个人3000元。

王镱丞是冰球队的一员，今年四年级，学

习冰球已经四年了。在冰球队成立仪式结束

后，他感叹了一句“学校终于开冰球课了”。他

说冰球给他带来了很多好朋友，教会了他如何

和队友合作，每次打冰球都很开心。

10 月 12 日，这支刚刚成立的冰球队就

要开始成队以后的第一场比赛——“浙江

省青少年冰球联赛”，赛事将持续四个月左

右。

许多家长已经在讨论如何给孩子加油鼓

劲。李后辰妈妈告诉记者，读一年级的孩子

今年要参加比赛，她很兴奋,又有些担心。因

为冰场白天要营业所以联赛通常会在晚上

9~10 点举行，这对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来说，

还是有点累的。

本报记者 梁建伟

本报通讯员 陈宏程

一群杭城小伢儿
成立浙江首支小学冰球队

前几天西湖边长桥上的“杭州西湖长桥

旗袍秀活动”，身着各色旗袍的美女们惊艳亮

相。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旗袍上绣的图案，

整个就是杭城上下千年的历史。

把整个杭城绣进旗袍的执笔人，是浙江

理工大学服装学院姚琛老师及其团队。25

套旗袍回溯了杭州的历史，分为西湖山水古

临安、春夏秋冬忆江南、万象华彩新杭城三大

篇章,将杭城的历史轨迹通过不同时代的独

特记忆点以服装语言为表达载体，不仅是对

传统文化的敬仰和传承，也是对未来杭城新

貌的期许和展望。

早在今年 2 月份，第三篇章中的一套作

品已被选送至由杭州市旅委和中国丝绸博物

馆合作的“杭州旗袍”评选活动。这个作品既

结合了传统服饰的装饰手法“衲迎”——拼

布、古典精致的王星记贡扇，借鉴云肩的镶嵌

工艺来仿拟现代林立的高楼。谈及这个作品

的设计理念，姚琛称之为对杭城古今文化传

承、交融的思索。

姚琛的工作室坐落在钱塘江边，每每看

见潮起潮落，杭城霓虹初上时总有一番感触，

甚至转化为这次设计中的一部分——“腰间

的那一缕纱，既可想象为钱塘江潮起时的波

浪，又可想象为云清雾淡的景致，它既象征着

新杭州永立潮头、蓬勃向上的面貌，又能理解

为自然人文相融的和谐景象。”

这 25 套“杭州旗袍”从设计到制作大约

用了两个多月时间——7 月中旬开始设计，8

月份上绘，9月份制作。

然而这已不是姚琛老师及其团队第一次

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在2017年第十三届

全国学生运动会中，姚琛及其团队承包了志

愿者、运动员、裁判和主委会的服装设计。“三

个月从设计出稿到修正再到制作，所有人甚

至我自己都觉得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但姚琛并没有放弃，她和她的团队争分夺秒

地赶制，最终 4 万件富含杭州特色又具青春

色彩的服装得以面世。

在姚琛看来，一切的设计元素都是自然

而然地流露，作为杭州本地设计师，运用自己

熟悉且热爱的杭州文化去传播杭州的幸福感

油然而生。“杭州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它

是历代名城又是当代发展迅速的都市，历史

沉淀给这座城市的东西太多，设计师们要做

的只是拾取罢了。”无论是学运会服饰上的杭

州蓝、西湖绿、钱江潮，还是“杭州旗袍”的古

良渚、新杭城，这些杭州独有的文化符号被姚

琛自然地融入到服装设计中，如鱼得水。这

不仅体现了姚琛高超的设计造诣，亦饱含着

她对杭州的深情。

作为老师，姚琛认为“教育”二字，一为

教，二为育。教，为“孝、文”，是传授技法，授

业解惑；育，是“云、月”，是传承，是大道，是需

要在生命中去体悟的东西：教育，缺失任何一

半都是有偏颇的。姚琛所定义的设计研究是

对人生、生命探索。而对这种研究方向、方法

的实践与确定，则需要在扎实的项目经历与

体验中得到。“这些活动让我感受到了设计的

魅力，也收获了一身团队协调合作的技能”，

姚琛的学生王叶丽对此深有体会。

在日常教学生活中，姚琛更偏爱于用平

实的话语去引导学生，让学生去思考平实背

后的东西，“很多时候大家都会陷入是姚老师

太深奥还是我们太浅薄的矛盾中，但亲自去

深入学习之后，便能够理解姚老师的深意。”

这样的学习状态就是对姚琛设计教育理念最

真实的反馈。姚琛希望她所教育的学生不仅

仅是拥有技法的匠人，更是能够提炼心性、感

悟生命真实的设计师。

本报记者 郑琳 本报通讯员 蒋文婷 杜文君

一位浙理工的老师
把杭城绣进旗袍里
一位浙理工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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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旗袍的美女们亮相西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