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冠军蔡赟
拟任知名高校副院长

近日，上海体育大学官网发布《聘任制中层领
导人员任职前公示》，其中提及，蔡赟拟任上海体
育大学教练员学院副院长。

蔡赟，男，汉族，1980年1月出生，籍贯江苏
苏州，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高级教练，国际
级运动健将。1996年3月参加工作，2005年8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上海体育大学竞技运动学院专
任教师。

据上海体育大学此前消息，经学院推荐、全校投
票及公示，蔡赟被评为该校2024年“我心目中的好
老师”。在与广大学子面对面，畅谈经验心得时，蔡赟
分享了职业身份转变的历程，强调了教育不仅是知
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陪伴与潜力的激发。

官网显示，上海体育大学创建于1952年，原名华
东体育学院，1956年更名为上海体育学院，是新中国
成立后国家创建的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学校原为
国家体委直属高校，2001年起，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上
海市人民政府共建。2017年以来，入选国家“双一流”
和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序列。2023年6月，经
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上海体育大学。

今年6月28日，上海体育大学正式揭牌成立智
慧体育工程学院与教练员学院。其中，教练员学院
紧密对接新时代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教练
员的迫切需求。学院将通过与各级体育行政部门、
单项运动协会深度联动，建立“订单式”协同培养
机制。

来源：北京日报

2012年，蔡赟（左）和傅海峰在伦敦奥运会夺冠。

资讯受《哪吒2》鼓舞，想报动画专业？
且看中国动画高等教育如何锻造国漫“万龙甲” 2025年招录消防员公告发布

贵州招录340人
近日，应急管理部发布2025年度面向社会招

录消防员的公告，为有效履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职责使命，根据《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办法》（人社部
发〔2021〕58号）等法规政策，现就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2025年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

经应急管理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批准，此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招
录消防员12500名，均为男性，其中：高校应届毕
业生 6250 名、退役士兵 4170 名、社会青年 2080
名。除上海市在江苏省列代招计划200名外，其他
省份均在本地招录。

年龄为18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出生时间
为2002年9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大学专科以
上学历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兵、具有2
年以上灭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政
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年龄可以放宽至 24 周岁
（2000年9月1日以后出生）。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
的特殊专业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可以进一
步放宽，原则上不超过28周岁（1996年9月1日以
后出生）。

其中，贵州共招340人，报名时间为6月27日
23:00至7月18日18:00。

来源：应急管理部

作家文章被选为考试题
本人却做错了

“我的文章被出成阅读题目，而我并不会做。”
近日，青年作家王彤乐发帖称，自己发表的一篇文
章被选为上海市虹口区初二语文期末考试的试题。

但试题中的一道选择题自己做错了，另外三道
偏主观的题，自己也答得不够全面。

记者注意到，在王彤乐发出的图片中，《蓝气
球和甜月亮》成为了阅读理解中的阅读材料，注明
有删改，共设了4道题（12-15题），共15分，其中
13题是选择题。

王彤乐自己做错的题是第13题选择题，这道题，
王彤乐第一个排除的就是C，但正确答案就是C。

王彤乐表示：“我感觉这样的情况也算正常，
我小时候做阅读理解时就常常在想，那些作家真的
完全能做对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吗？语文考试也是
一种逻辑考试，我也理解大家所说的‘文章一写出
来就不属于作者本人’这个观点，所以觉得挺有趣
的。语文阅读理解本身就没有所谓的标准。”

针对此事，6月30日，记者以学生家长的身份
致电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教
育局主要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非是直接命题、
组织考试的部门。

“这个反映情况很好，我们会跟相关负责的部
门进行反馈、沟通，具体去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
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时，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
命题的过程都是规范地进行。“关于期末试卷的选
用，首先，我们不是统一组织的考试，是出这样一
个相关的题，然后由学校选择性使用，作为期末教
学质量评估的一个依据。参考过程当中，如果有什
么想法，哪怕是争议，都是可以探讨的。”

来源：上游新闻

新华字典表述“孩子小成了累赘”引争议
商务印书馆回应：不具任何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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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读者在新华字典中发现，有
“孩子小，成了累赘”的表述，认为不该传
递这样的价值观念。7月1日，商务印书馆
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这句话只是表达一
个社会现象，不代表该书的观点，也不具
任何倾向性。新华字典的编修单位中国社
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称，之前
接到过相关反映，但是这是符合辞书收录
标准的。

据读者介绍，“孩子小，成了累赘”这
句话，出自第12版新华字典。其中，在介
绍“累”读“léi”的时候，组词中包括

“累赘”，释义为多余的负担，麻烦，造句

“孩子小，成了累赘”“这事多累赘”。
记者注意到，网友对此看法不一。有

人认为，该说法没有问题，并未表达“小
孩子是累赘”的态度，有读者曲解了意
思。同时，也有人认为，该说法不妥，可
能会伤害小孩子的自尊心，不该传递这种
价值观念。

7月1日，记者实地探访书店发现，前
述版本的新华字典中，确实有这样的表
述。随后，记者致电新华字典的出版发行
单位商务印书馆，相关工作人员解释，“孩
子小，成了累赘”只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
现象，他们只是客观反映这样一个事实，

不代表这本书的观点，也不具任何倾向性。
“‘累赘’是一个负面的词，我们只

是想警示大家，引发读者思考，不希望这
样一个现象在社会上蔓延。”该工作人员表
示，在后续出版过程中，如果没有这种社
会现象了，可能会将“孩子小，成了累
赘”这句话替换掉。

记者致电新华字典的编修单位中国社
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表示，关
于第 12 版新华字典中“孩子小，成了累
赘”的表述，之前就有接到相关反映，但
是这是符合辞书收录标准的。

来源：现代快报

技术的革新带来了教学体系的变化。
高校如何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将AI应用融
入日常教学？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设
置有国家级动画实验教学中心，学生可以
接触动作捕捉、虚拟现实等先进设备。今
年，该校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新增“AIGC
与动画创作”方向，直指行业技术前沿。

芜湖职业技术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动漫
设计教研室主任陈晨提示同行们思考：AI
更像是一面镜子，教师要思考如何从培养

“软件工具的使用者”向孵化“文化内涵的
创造者”转型升级。

技术迭代仅是行业挑战的一个切面。
《哪吒 2》 制作“倾尽全行业之力”的现
象，折射出动画产业人才分布碎片化与高
端人才稀缺的深层矛盾。如何构建系统化
培养体系，锻造适配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
质人才，仍是亟待攻克的难题。

《哪吒2》的辉煌只是起点，国漫崛起
的下一站，需要更多中国高等教育力量携
手，打造一支既懂技术又有匠心的“动画
天团”。正如影片所传递的信念——在这条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路上，人才培养的破
局，才是国漫真正的“万龙甲”。

来源：中国教育报

近日，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
正式下映，打破了中国影史多项纪录。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哪吒2》累计总票房154.4亿
元，总观影人次3.24亿，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中国
影史观影人次冠军、全球影史票房榜第5位、全球影史动
画片票房榜冠军。

《哪吒》系列电影的热映，犹如一束火把，点燃了无数
观众对国漫的热情。正逢高招季，国产动画的崛起会不
会激发广大考生报考动画相关专业的热情？考生和家庭
对此了解多少？就让我们通过《哪吒》系列电影背后——
中国动画高等教育体系的一次集体“亮剑”，来看他们怎
样为国产动画打造坚不可摧的“万龙甲”。

《哪吒》系列电影并非横空出世，而是
中国动画产业顶尖人才集结的必然结果。

世纪之交，市场竞争压力增大、产业
链不完善、资金匮乏、人才短缺和创作理
念落后等问题交织，使得中国动画产业遭
遇一系列严峻困境。

经历产业调整期后，2004年，北京
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吉林艺术学院
动画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4所高校成为
首批国家动画教育研究基地。

200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
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国产动画进入发展高峰
期，并逐步形成了以网络动画为核心、动
画电影为重要支撑的新格局。

2015 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以
9.56 亿元票房重振市场信心；2019 年，
《哪吒之魔童降世》更以50.35亿元登顶中
国电影年度票房榜……这波创作浪潮的背
后，是三代动画教育者在造型体系构建、
工艺传承创新、跨学科培养模式等方面长
达60余年的体系化积淀。

专业院校学科体系逐步完善，三维动
画、数字合成等技术的教学不断升级……
如今，中国动画教育正在转型与升级中发
展壮大。

随着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改革将
对考生文化素养的评估置于更为核心的
位置，以及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艺术
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所引发的深刻变
革，动画教育体系已逐步构建起一套更
为科学、高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
了大量综合素养全面、学习能力突出，
兼具深厚文化底蕴与敏锐审美感知的技
术复合型人才。

138家制作公司、4000多名工作人员

中，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电影学院、成都大学、四川
传媒学院、吉林动画学院等
高校的毕业生，撑起了《哪
吒》系列电影从动画制作到
海报设计的全流程。

中国传媒大学2006级动画学专业硕
士毕业生、场景设计师刘星，为了表现陈塘
关大门整个场景同一角度好几种水流的形
式，在设计时常常会陷入对细节的极致追
求，甚至不计成本和时间。

吉林动画学院 2005 届本科毕业生、
分镜导演于淼，负责哪吒、敖丙等重要角
色及精彩段落的分镜设计，深入理解角色
性格，使动作能准确传达角色情感。

……
一个个高手背后，是中国高校动画专

业教育多年系统化培养的缩影。
以广东为例，作为动画产业大省，该

省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有 60 余所。其
中，既有拥有国家级一流动画本科专业的
华南农业大学和广州美术学院，也有办学
规模较大的暨南大学、广州财经大学等。
广州美术学院专注美术设计与视效，暨南
大学强调整合原创能力，华南农业大学则
注重动画叙事能力和复合创新能力培养。
广东财经大学更是另辟蹊径，开设“影视
产业概论”“文创产品开发”等课程，培
养懂创作、会运营的“全能选手”。

产教融合的深度实践，则让高校课
堂与商业大片无缝衔接。四川传媒学院
按照“根植传媒、园校合一、产教融合、
实践育人”的发展思路，将“成都影视城
—影视硅谷超高清基地”建在校区，与
师生共享科研教学场所及设备设施，积
极推动成果孵化，师生得以深度参与《哪
吒2》制作。

导演饺子（原名杨宇）和音乐制作人
阿鲲（原名陈鲲）的跨界故事，完美诠释
了突破学科边界的无限可能。

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的饺子，
将实验室的严谨带入了动画创作。大学期
间的“试错”，让他确认了对动画的热
爱，“弃医从艺”的经历非但没有让他丢
掉一个医学生的理性与专注，反而成为了
他创作的支撑——实验室里培养的精密推
演能力，被创造性地转化为对电影特效的
极致追求；解剖学知识则让哪吒“重塑肉
身”的场景兼具视觉张力与运动生理逻
辑。

《哪吒2》音乐制作人之一阿鲲的跨专
业学习经历，则展现出了大学提供的开放
平台为跨界探索提供的丰富可能。

从小，阿鲲就在钢琴键盘和计算机键
盘之间“双栖”。2003年，考入电子科技

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的他，在这所典
型的理工科大学意外得到了宝贵的“作曲
家必备初级训练”机会——学校居然有一
支多达四管编制的大型交响乐团。

带着对音乐的满腔热爱，阿鲲加入了
交响乐团，除了负责自己的钢琴部分，还
担任指挥助理，借此把所有乐器都摸索了
一遍，经历了一个作曲家的必经阶段。除
此之外，他还时常去四川音乐学院蹭课，
将音乐制作与计算机技术融会贯通，毕业
后顺理成章地考入四川音乐学院继续深
造。

从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那首听完
让人食指大动的“开饭曲”，到《流浪地
球》宏大空灵的背景音乐，再到如今《哪
吒2》中电子与民乐融合的配乐，阿鲲将
自己的工科思维和音乐制作的技术手段完
美结合，真正实现了跨学科融合。

跨界 当实验室思维遇上艺术基因2

《哪吒2》制作过程中，138家中国动画公
司被分解为36个创意细胞单元，高等职业院
校毕业生凭借扎实的细分技能，如材质贴
图、灯光渲染等，成为部分单元的执行主力。

事实上，从执行制片人到动作指导，从
3D建模师到后期制作，高等职业院校的毕业
生及在校师生撑起了这部国漫大片的半壁
江山。

参与《哪吒2》部分制作的安徽追梦动画
有限公司宋亮亮等3名创始人，均毕业于芜
湖职业技术大学。该公司25名年轻员工，大
多是来自当地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成都艺术
职业大学则为影片输送了执行制片人刘潘、
动作指导苏沂等核心成员。

这，只是全国269所高职院校动画专业
集体发力的一个缩影——截至2024年，动画

影视类相关专业已覆盖全国17.32%的高职
院校。

《哪吒2》的爆火，也让高职院校的学生
们看到了动画专业的未来。

在高职院校，动画相关专业的学生可以
学习到丰富的课程，包括素描与色彩等基础
课程，动漫运动规律、MG（动态图形）动画等
专业课程，以及玛雅（Maya）等动画软件技能
类课程。此外，校企合作订单班等产教融合课
程，也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积累实践经验。

在系统的职业教育和产教融合影响下，
高职院校动画专业培养的人才可以供给动
画制作的多个环节，除动画师外，毕业生通
常还可以从事特效师、角色设计师、场景设
计师、3D建模师、后期制作师、游戏美术师等
多种相关职业。

专注 票房奇迹背后的“硬核输出”1

融通 不可忽视的高职“隐形战力”3

未来 下一站，人才培养如何破局4

《哪吒》系列电影的导演饺子。

中国传媒大学未来媒体体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