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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皮影戏走进大学课堂
泰山学院 50余人选修该课程

本报泰安 3 月 28 日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王建国) 22

日，泰山学院开设的新课程——— 泰
山皮影戏课程正式开课。据了解，
泰山皮影戏作为公共选修课程，每
周开设两节课，由泰山皮影戏传承
人亲自授课。

22 日晚上，泰山皮影戏第六
代传承人范正安和第七代传承人
范维国忙完一天的工作，带着表演

道具来到泰山学院教学楼。他们这
次来学校和以往单纯的表演不同，
他们是来为学生上皮影课的。教室
里，50 多名大学生安静地等待着
老师到来，而教室外的范正安老先
生和范维国正在调试着表演道具。

随着一声清脆的上课铃响起，
范维国首先走上讲台，为在座的学
生讲述了皮影戏的发展历程、主要
流派和泰山皮影戏的特色，台下的

大学生听得十分入神，边听边做着
笔记。讲完了理论，范正安走上讲
台，对学生说：“十分荣幸走到大学
的讲台，我为大家表演皮影戏《泰
山石敢当》片段。”接着，范老先生
左脚踩鼓，右脚敲锣，一边吟唱，一
边摆弄皮影人，表情十分投入。一
出泰山石敢当勇斗妖怪的故事被
他表演得栩栩如生，点燃了全场师
生的热情，不时博得在场学生的阵

阵掌声。精彩的皮影戏表演完毕，
学生们纷纷走上表演舞台，向范正
安请教皮影戏的要点。“能教我怎
么表演吗？”一名女生问。范正安耐
心地给学生讲了几个皮影表演的
技巧。

“看到大学生对泰山皮影有这
么大兴趣，我感到十分欣慰，今后，
我们一定会认真备课，使泰山皮影
戏的精髓得到传承，让泰山文化发

扬光大。”皮影戏课程结束后，范正
安感慨地说。

据了解，为宏扬泰山文化，突
出办学特色，泰山学院 2011 年起
正式开设《泰山皮影戏》课程。“泰
山皮影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信开设这门课程会让更多同
学了解泰山文化，拓展学生的文化
视野。”泰山学院教务处处长孟华
说。

本报泰安 3月 28日讯
(记者 王颜) 28 日，记

者从泰安市教育局获悉，为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泰
安市下发通知，规范学校收
费，采取切实措施治理择校
乱收费行为。

据了解，通知要求各地
规范招生入学秩序，禁止义
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以各
种学科类实验班为名义招
生，禁止学校为选拔学生举
办或参与举办各种培训班
行为。禁止学校以任何名义
和方式收取择校费，坚决切

断收取择校生与获得利益
的关系。完善招生入学政
策，各级教育部门要按照适
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学校分
布情况，科学划定学校服务
范围，公平分配优质资源。
学校招生期间必须公布招
生范围、招生时间、计划、程
序等重要信息。

各地要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和政策，不定期开展治
理择校乱收费问题检查，对
各种违规收取择校费的行
为要坚决查处，并追究有关
单位和个人责任。

本报泰安 3 月 28 日讯(记者
侯艳艳) “参加培训，考证是次要
的，主要是为自己和家人更健康。”
27 日，在泰山医学院首期公共营养
师培训班上，一名学员这样说。记者
了解到，参加培训的 30 名大学生，
约有一半认为健康比考资格证更重
要。

学生张颖来自管理学院，她说
自己在学校网站上浏览到开设首期
营养师培训的消息马上报了名。“能
不能考出营养师资格证不重要，我

参加培训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生活的
更健康。”张颖说。来自化工专业的
大二学生王健强说：“有些同学认为
我的专业和营养不搭边，对找工作
没帮助，我学营养不是为了找工作，
是为了多学些营养知识。”记者了解
到，本期公共营养师培训班，共有 30
人报名，报名者除了医学类专业的
学生，还有十几人来自其他专业。

“近两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好转，
因此没有必要撇开本专业当营养
师。”药学院的大三学生小张说，他

学习主要是出于对营养学的兴趣。
“听说讲师有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
因此就报名了。营养和我们的生活
紧密相关，不用担心学无用武之地
了。”小张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了解到，约有一半学
生参加培训是为了健康的生活。泰
山医学院营养学讲师徐希柱介绍，
近几年营养师培训很热门，部分人
是为找工作做准备，但现在越来越
多的学生参加培训是为了掌握更多
营养常识，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禁止举办各种培训班
泰安市规范学校收费标准

大学生参加公共营养师培训班

为了自己和家人更健康

25日，泰山博文中学全校 1638位师生按照“逃生
方案”举行快速避险大演练。既加强了学校对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理能力，也对全校师生进行了一次安全防
范意识教育。

本报记者 刘丽 通讯员 孙志钢 摄

24日，泰山区教
育系统书画活动进
校园启动仪式在七
里学校举行，泰安市
书协主席孙健、泰安
市美协主席公丕炎
等多名书画界人士
挥毫泼墨，并现场指
导学生写字作画。图
为泰山区文联副主
席包小义在指导学
生作画。

本报记者 侯
艳艳 摄

名家当老师

避险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