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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的 表 演 、 纯 美 的 唱 段 ， 近
日，在古朴的曲阜师范大学萃华园
里，一群“00 后”青年大学生正跟随
著名京剧艺术家马安伟老师学习京剧
唱腔，这群新时代的青年正在为传统
文化艺术的美而陶醉。作为一所坐落
于孔子故里的高等学府，曲阜师范大
学自建校以来传承不辍、砥砺创新，
近年来更是构建起美育课程、校园文
化、艺术实践、艺术展演“四位一
体”的协同育人机制，让艺术之美浸
润校园，不断赋予这所大学更加丰厚
的文化积淀。

曲阜师范大学构建“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

艺术之美浸润校园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孙琪

近年来，随着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不断
递增，近视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
问题。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 我 国 儿 童 青 少 年 总 体 近 视 率 高 达
53.6％，其中小学生为 35.6%，初中生为
71.1%。

我国处于社会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的时
期，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变化是近年来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之
一。大多数家长认识到近视是由遗传和不
合理用眼习惯引起的，却容易忽视饮食与
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关系。为此，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与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温州医科大学从 2021 年 12 月
到2022年6月，合作开展了“中小学饮食
与近视关系研究”，在我国不同区域 6 个
省份的 7 个县 （旗）（内蒙古自治区扎赉
特旗、黑龙江省肇州县、安徽省金寨县、
福建省尤溪县、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
陕西省勉县和四川省茂县） 分别开展儿童

近视与日常膳食的专项调查，测量中小学
生的视力不良及近视状况，详细调查学生
连续 3 天的膳食摄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
用眼习惯、户外活动时间、家长视力等信
息，探讨饮食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多种
因素对中小学生近视的影响。

初步分析的结果显示，在 2533 名参
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中，总体视力不良率为
57.3% ， 女 生 为 61.7% ， 高 于 男 生 的
53.3% 。 他 们 的 总 体 近 视 率 达 到 了
42.9%，县城学生的近视率 （49.6%） 明
显高于农村学生 （36.0%）。

已经发表的国内外多项研究显示，饮
食中的某些矿物质、维生素、植物化合
物、脂肪酸，以及添加糖等与儿童青少年
的近视状况有一定关系。多项研究表明，
患有近视的青少年体内普遍缺乏钙与维生
素B1等微量营养素。

随着我国食品加工产业的发展，精
加工以及精细的食物越来越多，长时间

食用精细加工的食物，很可能出现钙与
维 生 素 B1 等 微 量 营 养 素 缺 乏 。 近 些 年
来，我国居民饮食中含添加糖的食物越
来越多，如含糖饮料、蛋糕甜点类、糖
与糖果类等。而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观察
到，摄入过多含添加糖的食物，不仅导
致儿童肥胖，而且容易引起或加重他们
的近视。

研究者也发现，新鲜蔬菜水果中富含
多种有益于视力健康的植物化合物，如羽
衣甘蓝、菠菜、西兰花、生菜、豌豆等绿
叶蔬菜中的叶黄素，越橘、黑果枸杞、蓝
莓、黑加仑等深色植物中的花青素，藏红
花、栀子、密蒙花等植物中的藏红花素。
国外开展的一些基础性研究显示，这些物
质能减缓眼轴延长、抑制屈光度增加，从
而缓解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此外，食物油

（如豆油和菜籽油）、新鲜的深海鱼和鱼油
中富含的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
眼部健康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因此，在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发
展的过程中，营养膳食习惯的培养非常重
要。要注重矫正儿童青少年的不良饮食习
惯，减少含糖食品的摄入，增加深色蔬菜
水果和奶制品的摄入比例，适量增加深海
鱼的摄入。

同时，增加户外时间和眼肌调节对于
预防近视举足轻重，我们还要增加儿童青
少年的户外活动。学校可以组织羽毛球、
乒乓球等球类活动，飞动的球体可以调动
眼睛睫状肌不断收缩和舒张，有助于缓解
视疲劳，并强化眼部肌肉功能。家长可以
周末带孩子去户外放风筝或爬山，将近距
离视物转变为远眺，缓解视疲劳。这样可
使眼睛接受更多的光刺激，调节视网膜的
多巴胺水平，抑制眼轴增长。合理膳食和
户外活动相结合，能有效预防和控制儿童
近视。

（作者单位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防控近视须培养良好饮食习惯
殷春杰 甘倩 张倩

日前，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
球联赛女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
预选赛——四川内江赛区在内江
市国家南方·连界足球竞训基地
鸣哨开战，来自全国 5 个省份的
11 支代表队参赛。代表新疆队
出战的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女足勇
于拼搏，敢打敢拼，为观众献上
了多个精彩瞬间。乌鲁木齐高级
中学女足是新疆校园足球的缩
影，是新疆厚培青少年足球沃土
结出的硕果。

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多，
校园足球普及度不断提高

进入 2022 年，多场青少年
学生足球赛在新疆各地如火如荼
地举行，掀起了一场校园足球热
潮。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
育厅了解到，由 402 人组成的
19 支代表队刚刚打完 2022 年自
治区第六届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组的比赛，该项赛事大学组
的比赛又拉开战幕。全疆各地校
园足球联赛比赛场次、参赛人数
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形成“班班
参与、校校组织、地方推动、层
层选拔、全国联赛”的竞赛格
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海拉提说，近年
来，新疆坚持把发展青少年校园
足球作为推进素质教育、提升育
人质量的重要工作来抓。以深化
体教融合为切入点，秉承“教学
是基础、竞赛是关键，体制机制
是保障，育人是根本”的理念，
让广大青少年通过体育锻炼、体
育竞赛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
全人格和锤炼意志，随着校园足
球的不断深入，踢球的孩子越来
越多了，校园足球的推广和普及
不断地增加厚度，有力推动了全
区校园足球发展。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规范足球教育教学

多年来，新疆坚持把准方
向，做好校园足球顶层设计，把
校园足球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不断健全完善全区校园足
球工作顶层设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制定印发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7—2050）》 等文
件，在制度层面明确了全区校园足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
展的思路和具体举措，指导督促各地充分发挥校园足球工作
协调机制作用，将校园足球开展情况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多
方联动，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推进校园足球有序平稳健康
发展。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新疆突出校园足球“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四位一体目标，积
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让更多教师、教练员接受
专业、系统的培训，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打牢育人根
基、规范校园足球教学，培养教师是关键。”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与科学教育处处长陈希海说。

为加强校园足球师资队伍建设，2022 年，新疆遴选
724 人参加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师资国家级专项培训，228
人参加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练员国家级专项培训，474 所
幼儿园 2362 人参加“幼儿足球建设试点项目”第一期幼儿
足球师资培训，培训人数和培训规模进一步扩大，为发展
校园足球奠定了坚实人才基础。与此同时，新疆充分发挥高
校育人作用，在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大学、伊犁师范大学成
立校园足球教师培训中心与研究基地，计划用 5 年时间，对
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球类项目培训，2017—2020 年“国培
计划”已累计培训 200 名足球教师。新疆还充分发挥中考体
育考试“指挥棒”作用，继续探索优化中考体育考试政策，
从 2022 年开始，将足球作为中考体育统一考试三大球选考项
目之一，引导学生参与足球运动，使更多学生掌握足球运动
技能。

示范引领，着力培育打造足球特色样板校

为推动校园足球发展，新疆注重加强示范引领，着力培育
打造足球特色样板学校。陈希海表示，新疆充分发掘足球运动
在学生中的独特魅力和综合教育功能，坚持以创建足球特色校
带动校园足球整体发展。截至 2021 年，全区各地共有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763 所、校园足球试点县 （区） 7 个、
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 4 个。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 3
个试点县 （区） 特色学校建立3个高中足球特色班，打通了优
秀足球运动员小初高直升通道，不断完善全区校园足球人才培
养的渠道。全区校园足球队由过去的近200所中小学校增加到
现在的 1000 所，占全区中小学校总数的 19%，中小学生参加
校园足球活动的人数由原来的 1 万多增加到现在的 10 余万，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校
园足球发展的良好氛围。

新疆还以竞赛为抓手，加快构建青少年体质增强和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选拔体系。注重营造选拔环境，发挥校园足球竞赛
作用。目前，全区校园足球已经搭建起区、地 （州、市）、
县、校四级学校体育竞赛体系。坚持以四级竞赛体系为牵引，
选拔一批各年龄段校园足球的后备人才，并已探索建立了“校
内竞赛—校际联赛—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竞赛体系，直接参
加自治区、地州、县乡足球比赛的中小学生由原来的 2000 多
人增加到现在的 1 万多人。2019 年新疆全区有 18 人入选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总营最佳阵容；2021 年全区组队参加
全国校园足球年度总结系列活动，获得 13 个奖项；2021年在
青岛举办的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上取得中学生男子足球第
四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海拉提说，新疆把校园足球作为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
神、增强综合素质的良好机会，旨在通过比赛达到“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目标，从而推动校园
足球事业稳步向前发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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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采风

“孔子射艺”课、书法、戏剧鉴赏、民
间艺术赏析⋯⋯打开曲阜师范大学公选课
网页，丰富的传统文化美育课程令人目不
暇接。在本科生教学模块中，曲阜师大形
成了“核心+特色”的美育课程教学体系，
美育课程覆盖率达 100%。其中，“核心”
即“艺术导论”“音乐鉴赏”“美术鉴赏”

“影视鉴赏”等必修课，全校学生至少选修
一门；“特色”则为网络在线开放、线上线
下混合的美育类选修课。

“ 弓 开 如 秋 月 行 天 ， 箭 去 似 流 星 落
地”。受到学生追捧的“孔子射艺”课，蕴
含着深厚的儒家射礼教化内涵，由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曲阜师大教授徐明
坤亲自传授传统弓箭的制作过程，射艺文
化传承名家名师们用现场讲解和表演的方
式展示射艺的魅力。射手能充分体验射箭
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
等。射艺课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的热情，还取得了优异的“显性成果”：在
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项目锦标赛中夺得团体
第一名，获第十三届全运会射箭男子团体
赛冠军，获中国大学生射箭 （射艺） 锦标
赛冠、亚军等优异成绩。

“高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曲阜师
大始终将美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坚持立德树人，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
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
强化文化担当、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
曲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邢光说。

地处历史文化名城，曲阜师范大学一
直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美育
活动的重点，积极培育“诵读”“博闻”

“演艺”“书写”“雅乐”“孝德”等一系列
传统文化艺术品牌项目，打造美育实践的
新内核，在文化传承中提升文化自信。目
前，学校已建成 7 门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课
程，引进相关网络课程，让学生体会美感
的触角更为多元。

除了开设专门的美育课程之外，学校
还大力倡导各个学科的日常教学，注意美
育因素的渗透，力求以美育促进智育，让
学生在快乐的体验中掌握知识；以美育助
力德育，让学生在春风化雨的氛围中成
长。音乐学院教师辛翠将音乐与文化学科
进行整合教学，对教学进行有效拓展，把
古诗文作为音乐素材进行歌曲创作，开展
音乐化的古诗文教学，让学生从对古风音
乐的赏析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培养
学生曲艺能力的同时，让美的熏陶潜移默
化走进学生的心灵。

优化资源供给
丰富美育课程

作为教育部高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
计划项目，曲阜师范大学原创话剧 《夫
子》 日前再次精彩上演，赢得青年学子
点赞。该剧是国内首部重点呈现孔子教
育智慧的话剧，它依托孔子故里独特的
资源优势，彰显师范教育和传统文化教
育特色。自 2018 年首演以来，主创师生
团队精益求精，在突出校园话剧亲和
性、吸引力的同时，不断完善剧本和舞
美创意，注重提升艺术品质，加强传统
文化艺术元素，从编导表演、音乐到背
景绘制都由本校师生原创，戏剧性、思
想性、艺术性不断加强。

这样的经典剧目最直接受益者便是
学生，剧中饰演子贡的杨恺舟就是其中
一位，他说：“通过戏剧这一沉浸体验式
教育活动，更加深了我对孔子教育思想
的理解，树立了传承孔子教育思想、献
身教育事业的自觉意识。”“当下，美育
在‘扩容’，大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及审
美创造能力越来越强，学校通过美育课
程、校园文化、艺术展演等，让学生丰

富美育经验，强化审美感受力。”曲阜师
大学生工作处处长姜美颖介绍说。

学校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新模式，通过一批原创性强的艺术精
品，营造格调高雅、富有美感的校园文
化。女子群舞 《大鼓小妞》、话剧 《初
心》、雅乐 《祭孔乐舞》、歌舞剧 《江
姐》 等作品，为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学生提供了接触和体验的途径。

学校以社团和品牌为主要抓手，实
施美育精品社团建设计划，分层分类指
导美育类学生社团，重点打造大学生合
唱团、洙泗学社、雅乐团等校级大学生
艺术团，带动一批艺术类社团发展，现
已建成 46 个美育类学生社团。雅乐团作
为目前中国“八音”乐器最齐全、乐器
及服装制作最考究、队伍最庞大的仿北
宋祭孔乐团，把“闻乐知德，观舞澄心,
识礼明仁”作为表演的最高追求，在动
人的乐舞中彰显儒家礼乐教化的精髓，
再现雅乐文化的魅力，并编写雅乐舞教
材，建立中小学音乐教师雅乐培训基

地，构建集雅乐舞学术研究、再现表
演、教学培训、传承发展、推广传播于
一体的综合性传统文化研究体系。

学校每年在两校区同步开展大学生
艺术节、五四青春诗会、健美操、舞蹈
大赛等美育实践活动，累计举办近百场
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美育品牌活动。同
时，学校通过艺术实践向社会进行美的
输出，每年寒暑假、节假日，都会派出
大量社会实践小分队深入其他高校和中
小学进行文艺演出，举办绘画、书法、
手绘壁画等活动，向社会大众传递高雅
健康的审美趣味。

曲阜师大还积极践行“文化走出
去”战略，展开多形式的跨文化人才
培养项目，策划组织、参与内容形式
多样化的重要国际交流。学校与意大
利弗罗西诺内美术学院合作举办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召
开音乐表演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联
合管理委员会会议等，开展各类艺术
教学交流展等活动。

聚焦育人主线，以传统文化艺术培根铸魂

在曲阜师范大学，还有特别的美育
“硬实力”和“软实力”，并通过协同创
新形成传统文化美育新合力。

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一系列美育基
地，渗透着学校集体对真善美的追求，
是美育文化的“硬实力”。中国教师博物
馆、雅乐研究中心、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中心、圣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汉碑研究所等作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
长效载体，已成为曲阜师大不可或缺的
美育基地。

学校以人文环境为支撑，将孔子故
里的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校
园整体规划中。庄严肃穆的孔子像、古
朴雅致的曲水亭、曲径通幽的萃华园、
随处可见的经典人文石刻，都蕴含着传

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价值
情怀，为学校开展独具特色的艺术教育
营造了沉浸式氛围。

在美育之路上，美育师资无疑是提
升美育的“软实力”。曲阜师范大学深
入推进“演、学、创”一体化人才培养
模式，实施“教学名师建设工程”，引
入教学团队制，鼓励艺术教师打破专业
壁 垒 ， 跨 学 科 、 多 领 域 学 习 。 同 时 ，
持 续 开 展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进 校 园 活
动，多年来邀请诸如书画装裱、雕刻
葫芦、山东琴书、京剧等大量非遗传
承人来到校园，展示非遗技艺，开设
非 遗 传 承 课 程 ， 建 立 非 遗 传 承 基 地 。
学校依托博雅讲坛，邀请国内艺术名
家、非遗传承人讲授美育公开课，传

承中华美学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学生创造美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近年来，该校学生荣获中国大学生射箭

（射艺） 锦标赛冠军、中国舞蹈荷花奖校
园舞蹈大赛银奖、全国啦啦操锦标赛集
体爵士自选动作第一名等 100 多项成
果。2021 年底，曲阜师范大学成功入选
山东省教育厅“美育浸润行动计划”试
点高校，对口支援莒县开展中小学生美
育工作。

“美育能够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增
强大学生文化自信，陶冶大学生人文情
怀。曲阜师范大学‘大美育’格局正在
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曲阜师范大学校
长张洪海说。

创新协同机制，形成传统文化美育新合力

曲阜师范大学师生在表演原创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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