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大与6家单位签约
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时报记者 李婷

12月8日，记者在上海师

范大学首届研究生教育质量

月闭幕式上获悉，学校与上海

市档案馆、中国银行上海市分

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

心、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等

单位签署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协议，并为6家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授牌。

据了解，本次联合共建

基地的目标在于：打破学科

与学院之间的隔阂，瞄准行

业产业的头部单位，以高层

次人才培养为核心在学校层

面搭建平台，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

衔接，形成相关科创元素的

集聚与融合；改变传统因人

找岗的实习实践模式，在跨

学科视野中积极打造组团式

实习实践新模式，以需求为

导向，组织不同学科研究生组

团对接，开展多领域的深度合

作，从而推动不同学科专业的

学生共同面对行业产业的实

际需要，促进不同的知识在实

践中碰撞、流动和更新，更为

全面综合地对接行业产业对

于拥有多元知识构成的专业

人才的需求。

校 党 委 书 记 林 在 勇 指

出，随着新一批培养基地的

签约落地，上海师大已形成

了涵盖教育类、人文社科类、

理工类、艺术类的校级研究

生高端实践基地群，对学校

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及创新能

力的培养产生重要助力。

未来，联合培养基地将

努力对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深化产

教融合，加强协同育人，构建

联合培养机制，提升专业学

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和未

来职业发展能力，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展现一所艺术院校的学术追求

上海戏剧学院发布“三大体系”建设成果

提高青少年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非遗文化进罗店中学

时报记者 赵婷婷
通讯员 刘笑含 肖梦铃

日前，《非遗绘本〈金绣

娘〉互动剧》在上海师范大学

附属宝山罗店中学开演，现

场气氛热烈，学生们在欣赏

表演的同时，还领略了宝山

区及罗店镇经典非遗文化的

魅力。

有关“花”的古诗文飞花

令、赏画品“意境”之古诗歌

曲头脑风暴、“金绣娘”故事

表演性叙述、沉浸式参与绣

品内容创作等贯穿表演全

程，形式十分丰富。在互动

剧演员们幽默热情的表演

中，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被

调动了起来。他们参与剧情

的推进，还学习了头巾的佩

戴方式以及在劳动生产中的

作用，领略了非遗文化的产

生和发展过程。在多样化的

表演活动中，学生们充分展

现了自身的文化素养以及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同日，宝山非遗项目蔡

氏剪纸传承人蔡德福走进

罗中校园，在九（3）班开展了

一节别开生面的非遗剪纸

课。蔡德福热情地介绍了中

国剪纸艺术的历史：“何为剪

纸？就是在纸上做文章。剪

纸的故乡在中国！”蔡德福对

剪纸艺术的流传、技法、表现

形式如数家珍，字里行间饱

含对中华艺术的热爱和自

豪，引领学生们走入剪纸的

世界。

经过这次蔡氏剪纸体验

课，学生们不仅亲手制作了

精美的剪纸作品，也体验了

非遗的魅力，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的独特韵味。蔡德福对

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孜孜以求

的工匠精神，也让学生们的

文化传承使命感油然而生。

活动主办方表示，认识、

了解并传承非遗文化是当代

青少年学习传承我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非遗文

化进校园能够让青少年近距

离接触非遗、熟悉非遗、继承

和发展非遗。

特约记者 刘时玉
时报记者 臧莺

在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历

史博物馆感受红色文化，登上

东方明珠、走进上海城市规划

馆领略城市魅力，走进古镇老

街、上海校园接受传统熏陶

……在日前举行的“趣见城市

美好”2023年沪港澳青少年文

化行走活动中，沪港澳三地的

10所学校、151名青少年品味

了上海魅力，用双脚丈量城市

印记，在沉浸式探寻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同

时，也深入交流了香港和澳门

的城市文化，加强了两岸三地

青少年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

自豪感。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趣

见城市美好”为主题，来自香

港、澳门的5所中小学校与上

海市普陀区的 5 所中小学校

以“两两结对”的形式，让三地

青少年在城市行走中体验上

海文化、中华文化。在这场为

期4天的活动中，三地青少年

在文化行走中结伴同行，在研

学中解锁上海城市精神的密

钥，探寻同根同源的沪港澳三

地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

化，共抒 TONG 心——2023

年沪港澳青少年文化行走主

题升旗仪式”也在此期间举

行，上海学校的国旗护卫队和

港澳学生共同参与了一次意

义非凡的升旗仪式。升旗仪

式的庄严和神圣，让三地学子

深刻认识到，作为新时代的好

少年，肩负着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

命和担当。“我们立志要用守

护国旗的实际行动来传播爱

国热情，践行爱国承诺，共同

上好‘升国旗’这堂‘必修课’，

在各自的城市中传递荣耀与

使命。”学生们说。

近年来，上海市教委积极

落实国家对加强港澳青少年

交流教育工作的要求，扎实推

进本市与港澳中小学教育交流

活动。“增强沪港澳青少年共同

的经历和记忆，是促进三地青

少年交流、交往、交心，提升港

澳青少年对内地和国家的认

识、认知、认同，增强国家发展

的参与感、成就感和获得感的

重要形式和内容。”上海市教

委港澳台办副主任陈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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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双脚丈量城市印记

沪港澳青少年在申城行走中
增强民族认同感自豪感

时报记者 臧莺

近日，上海戏剧
学院迎来78周年校
庆。校庆之际，上戏
“三大体系”建设成
果正式发布。不久
前，上戏发出《关于
加快建设中国艺术
学“三大体系”的倡
议书》，表明上戏将
以更加强烈的使命
感，全力践行习近平
文化思想，积极参与
中国特色艺术学“三
大体系”建构，为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做出更大贡献。

据介绍，上戏参与“三大体

系”构建的思路为：一是聚焦

五大学科方向（立足“三大体

系”的中国特色戏剧学建设、

中国编剧学学科体系构建与

精品创制、扎根本土贯通中西

的表导演理论与实践创新、数

智演艺设计创新研究、服务全

球影视创制中心的上海电影

学派)，把打造学科集群作为

重中之重，服务国家和上海的

文化发展战略；二是围绕学术

平台建设，把科研高质量发展

作为重要任务；三是推进青年

人才成长，把师资队伍建设培

养作为重大使命；四是持续完

善制度建设，把制度改革作为

激活科研活力的重要抓手。

在78年的历程中，上戏从

未停止过学术上的不懈追求。

早在更名为“上海戏剧学院”

的前一年，学校就制定颁布了

建校以来的第一份科研规划。

1984年，上戏学报《戏剧艺术》

率先在国内发起戏剧观大讨

论。200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批准，学院“戏剧戏曲学”

成为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开启

了上戏学科建设的新篇章。

上戏在构建完善艺术学

“三大体系”的道路上，始终坚

持学术研究要充分体现继承

性和民族性，充分体现原创性

和时代性，充分体现系统性和

专业性。2011年，上戏成立了

全球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

以上海城市文化发展为立足

点，追踪和对标世界城市文化

最新动态，进行城市文化数据

指标的设计和数据库的建设。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上戏还聚焦于提升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研究，特别是习近

平文化思想研究，夯实理论根

基，探索“戏剧背后的思政密

码”。编写出版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观教程》，是目前唯一

一本由艺术院校编写的、系统

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

面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