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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文教体

温都讯“感觉声音环绕着我的身体细胞，很悠

然、宁静，很放松。”温州理工学院2023级外国语学

院学生小严近日在该校心理健康中心体验“琴床疗

愈”。这架琴床是该校从瑞士引进的心理专项疗愈

设备，弦下为琴，弦上为床。“呈现的心理疗愈效果

是基于抚触和音乐的双重叠加。这款琴床是在温

高校首次引进，也是高校首次在心理疗愈层面的尝

试。”该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陈萌萌介绍。

“琴音、钵音、咏唱、共奏……”在该校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大学生们能体验到一种独特的心理课程

——“正念音乐疗愈”。温馨的场地、专业的师资、

专属的设备以及独创的校本课程……“以音愈心”

是该校创新构造“美育+心育”融合模式的道路上

又一大创新尝试。

“我们一直在探索、实践符合理工类、应用型大

学生成长诉求的心理健康教育。”该校学生工作部负

责人杨雄表示，除琴床疗愈外，该校还开创了“瓯钵”

“颂唱”等以音乐为媒介的心理健康体验项目。

除了引入前沿的音乐疗愈设备，该校还设有多

类型的VR解压、“萌宠领养计划”“种心之旅”“in-

ner笔记”等，既贴合当下年轻人的潮流属性，又贴

近学生心理成长的动态画像。

陈萌萌表示，在“美育+心育”的路径探索中，不

仅要关注学生心理层面，更需要融合、创新，切入学

生视角的“美”，在心理教育层面进行多维解构，配

合跟踪、反馈，切实让“美”落在心里、润在心上。

温理工通过多方面的布局打造“美育+心育”的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如在师资方面引入张玮玒副教

授（德国维尔兹堡音乐学院声乐博士）作为校音乐心

理疗愈师，在课程方面设置“正念音疗团体课”，研讨

美育减压辅导分享会等；开展一场以传统文化符号

为灵感的“乐见心流”疗愈会，邀请“尺八”与“琉特

琴”等传统乐器演奏大师，为学子呈现了主题性的

“视、听、嗅”感官艺术盛宴：国学的传承、心理的疗

愈，用美育的平台与青年学子紧密连接。

该校还将拟研发植根于温州本土文化土壤的

“瓯钵心疗”课程，以期通过与“瓯文化”的结合，让

学生们体验“传统陶艺+器具音律”呈现的心灵治

愈，同时在实践中与温州东瓯古郡的文化脉络产生

共鸣。

■温都记者 叶锋 通讯员 徐雪琳

躺在琴弦上疗愈，体验过吗？
温理工创新推出“美育+心育”融合新模式

温州“体育未来之星”
积分系列赛落幕

温都讯 少年强则国强。1月5日，随着击剑排

名积分赛总决赛落下帷幕，2024年温州“体育未来

之星”积分系列赛圆满完赛。全年参与该项赛事的

我市青少年运动员超过7000人次，标志着我市体

教融合改革持续深入，青少年体育锻炼的人口基数

逐年扩大，参与程度不断加深。

2024年度“体育未来之星”积分系列赛共开设

网球、乒乓球、羽毛球、击剑、武术和跆拳道6个比

赛项目共22站，每个项目分别设置2至3站分站赛

和1站总决赛，通过分站赛的角逐，累计达到一定

积分或积分排名前16的选手入围总决赛。

该赛事通过走进有独特山水资源的文成、丰富

商业资源的滨江万象城、风景如画的瑶溪网球中心

等不同地域，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开展体育赛事

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三进”活动，聚焦“体

育+”融合发展，着力发挥体育赛事综合效益。

“设立‘体育未来之星’赛事的初衷是充分利用

‘双减’红利，扩大全市青少年儿童体育活动赛事参

与面，为选拔和培养有体育特长或有兴趣爱好的青

少年儿童提供优质平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该赛事我市力争周周有活动，月月有

赛事，以赛促训为温州市储备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同时对体育培训市场有一定的指挥棒效应，引导体

育培训机构主动参与发现和培养青少年体育苗子，

逐步实现“一条龙”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

■温都记者 叶海鹏 通讯员 叶芳磊

温都讯 昨天下午，平生金石结良朋——纪念

谢磊明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特展在市区墨池坊

23号衍园美术馆墨池分馆开幕，共展出140件

（组）作品，以此来缅怀先生为温州印坛做出的重要

贡献，推动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展览持续

至4月15日。

展品中，展出了谢磊明书法35件，信札1件，

刻石38件，印拓52件，鉴藏6件，文献和照片8件，

许多作品首次亮相。谢磊明（1884~1963年），温州

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是温州

印坛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也是近现代温州文化的

代表性人物。他所藏印谱中，以明代著名篆刻家和

收藏家顾从德编辑的《集古印谱》六卷最为珍贵，属

海内孤本，深为学界所慕。他以继承和弘扬印学为

己任，对20世纪篆刻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衍园美术馆馆长沈国林介绍，十多年前，他收

到一批谢磊明先生“手写七家印跋”的作品，从而进

行了挖掘和梳理。2019年，衍园美术馆举办了“金

石有声”——纪念谢磊明先生诞辰135周年书法篆

刻展，在全国书法篆刻界产生良好的反响，引起了

篆刻史专家的重视。2023年4月，清华大学艺术

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先生率领策展团队到衍

园交流并借展，同年11月1日，“铁笔丹华——谢

磊明 方介堪 徐无闻篆刻艺术展”于清华艺博馆开

幕，因为观众的喜爱，展览延展了3个月。同年11

月，由西泠印社主办的《西泠艺丛》发表谢磊明艺术

创作研究专题，刊发5篇学术论文及相关图片。于

是，这位曾经被人们遗忘的20世纪篆刻大家又重

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随着我们梳理和挖掘的深入，我们有了许多

新发现，不少手稿摹本、篆刻边款是第一次亮相，它

们都能代表谢老在边款、篆刻及书法上的艺术高度

及治学水准。此次特展展现了谢老在近现代篆刻

艺术界的重要历史地位。”沈国林说。

谢磊明长房长孙谢之鼎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今年是我爷爷谢磊明诞辰140周年，家乡特地在

我爷爷居住地墨池坊，为他举办展览，来缅怀他在

温州印坛所做的贡献，让我十分激动。我坚信，此

次展览对推动中国印学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会起

到一定的影响力，对温州文化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

本次展览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鹿城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温州美术馆、鹿城区历

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鹿城区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鹿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鹿城区文

旅传媒集团等承办。

■温都记者 叶锋/文

通讯员 单晓叶 谢良增/图

纪念谢磊明先生诞辰140周年特展开幕
瓯海区公立艺术学校

师生同台
共鸣新年乐章

温都讯 1月5日晚，“拔节之韵”瓯海区公立艺

术学校新年音乐会在温州大剧院精彩上演，师生同

台共鸣新年乐章。

演出分上下半场，设有西洋乐与民乐篇章。整

场音乐会，不仅是一场艺术展演，也是无数追梦学

子的成长历程。

温州市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董夫腾、温州市

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叶熙熙说：“这场音乐会，让我们

看到了孩子们的蜕变，这是他们艺术追梦、自我努

力的结果，也是这个平台的阳光雨露和肥沃土壤，

给了他们精神的滋养。”

当晚的音乐会，还举行了齐柯博士单簧管工作

室、温州市青少年单簧管室内乐团、美育之江青少

年艺术团（温州单簧管分团）等授牌仪式。同时，该

校被授予浙江省学校艺术教育协会音乐专业委员

会常务理事单位称号。

4年来，作为全市唯一一所全日制公办九年一

贯制的特色学校，瓯海区公立艺术学校秉持“以艺

启慧”的办学理念，坚守“艺文并举、艺术见长”的办

学方向，积极搭建各类展示平台，鼓励学生参与校

内外艺术交流与比赛，拓宽学生艺术视野，增长学

生实践经验。同时，该校引进高学历人才，不断提

升师资队伍学历结构，为学生艺术成长提供有力支

持。 ■温都记者 叶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