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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表示，电影
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呈现出的明显趋势
是投融资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产业，营销与
宣传越来越依赖媒体，影片的形式和意义
更倾向于满足视听感官的享受。

“电影创作，内容为王。”王一川认为，
影视创作必须拓宽路子，探索多样化题
材，避免趋同性。这是电影人才培养的难
点，也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所在。

专家认为，解决这一难题，有赖于人
才培养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深度对接。

侯光明说，目前北京电影学院正积极
面向市场，通过学校校友会等机构，广泛
进行行业高端人才培养，并支持一定比例
的本科生在学习期间能够出国深造，积极

推进合作办学、合作科研和合作拍片。鼓
励教师出国深造，与相关国家和学校开展
进一步的融合。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徐青森认为，艺术
教育需要优化学科专业，强化实践，与产
业发展、社会需求和艺术前沿有机对接。
业内人士认为，开展校企合作是达到这一
目的的有效途径。

与会专家建议，各个高校可以建立一
个人才池，建立学校与市场之间的人才交
流机制。此外，还应在培养模式上更注重
市场实际需求，例如可否适当压缩专业课
时间，增加学生的实习实践机会，让学生
直面社会的实际需求。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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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发现自己饥饿时脾气会比
较糟糕？美国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
的注册营养师布伦达·布斯蒂略斯说，“饿
怒”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

她说，大脑需要葡萄糖来提供能量，
进餐后随着时间推移，葡萄糖水平越来越
低，大脑开始“挨饿”，释放压力激素。这
种激素能提醒人为大脑补充能量，但会令
跟他人之间的小互动、集中注意力等变得
困难起来，也会令人难以控制怒气。布斯
蒂略斯说，要解决“饿怒”有一个简单办
法，就是身边常备营养丰富的小零食，方
便随时给大脑补充能量。

（据新华社）

你会“饿怒”吗？

“隔空触屏”
技术正在研发

与按键式设备相比，触摸屏设备已经
进步许多，而“非接触型”触屏设备研制也
进了一步。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和慕尼黑大学联合研制的这种新设备，屏
幕材料含超薄磷酸盐、二氧化硅等成分，
可以感知到几厘米外的手势，原理是这种
特殊屏幕能捕捉到手部皮肤毛孔散发出
的水分子，在数秒内将其转化为控制设备
的电子信号。

研发人员说，这种新技术的好处在于
可以避免弄脏设备，应用于银行柜员机、售
票机等公共设备上更可减少交叉传染病菌
的机会。德新社报道，这种设备目前只是
个原型，何时投产尚不得而知。

（据新华社）

错位融合走出去

一方面专业培养的
人才数量持续增长，另
一方面符合市场需求的
人才却产生了缺口。是
什么导致这一现象出
现？电影产业该如何弥
补人才缺口？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
届电影教育国际论坛
上，世界各大电影院校
校长就互联网技术和媒
介融合趋势下电影人才
培养的严峻考验，共商
对策。

业内人士预计，今年我国电影票房有望
超过400亿元，蓬勃发展的电影工业亟须大
量人才支撑。从目前公布的数字来看，电影
人才似乎并不少。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
影资料馆副馆长李欣表示，中国高等教育学
生信息网数据显示，全国开设戏剧与影视学
的一级学科、电影学的相关分支及学科下的
本科专业的高校已经超过500所，硕士点已
有30多个。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我国电影人才
培养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导致大量人才涌
入市场，收效却不佳。

北京电影学院孙利军教授发问：“我们的
人才走向市场的时候，真的懂市场吗？”

一方面电影本科专业学生实践能力较
弱，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的具有丰富实践能
力的研究生师资，导致电影本科人才培养
既吃不好又吃不饱，我国电影文化实力得
不到补充。

李欣等专家认为，如果我国电影人才培
养陷入重数量轻质量的怪圈，加上长期脱离
创作一线，将导致学生无法面对日新月异的
市场，能力和思想均不达标。专家指出，破解
电影人才培养的窘境，融合发展和开展校企
合作是当前电影教育必须要走的路。

电影承载着文化交流与传承的使命。互
联网平台的嵌入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电
影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影视院校联合会执委会秘书长斯坦
尼斯拉夫指出，融合趋势在电影领域已经势
不可挡。他认为，“未来10年，电影产业的视
听职位将大幅缩减，因此，狭隘的专长教育不
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古典式的全科人才更
符合产业发展需求”。

如今电影产业日益呈现出与其他文化门
类相融合的趋势，电影产业逐渐成为文化产
业中的核心产业，并带动唱片、广告的发展。
融合趋势之下，人才如何培养？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张宗
伟认为，为应对当前局面，培养复合型创新
型的电影高端人才是关键。“如何在阳光下
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招生选拔机制，如何确
定课程的设置和专业的培养目标，如何能
做到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这都是需要考
虑的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理事长侯光明说，培养适
应融合趋势的人才，不仅要开展多学科、交叉
学科的复合式教育，还要推进电影专业教育
与终生教育融合，打造完整的教育链条，同
时，还要推动电影教育走进中小学的课堂，提
前培育优秀的人才。

关键词二：融合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由央视中文国际
频道等制作的《奔跑的课堂》节目组一行80
余人来洛，到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博物馆
等地进行实景专题拍摄。

《奔跑的课堂》是全国首档两岸及港澳青
春益智户外季播节目，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为主题，以中华文明历史为线索，旨在促进两
岸及港澳青年的交流与相互了解，激发“同根
同源、血肉相连”的民族认同感。

该节目负责人任雪菲表示，《奔跑的课
堂》还将在龙门石窟等地拍摄，共分两期内
容，预计12月初播出。

央视《奔跑的课堂》
来洛录制节目

连日来，在福州举行的首届青运会上，各
大赛事竞相绽放着自己的风采，“赚足”了全
国观众的目光。而在广大体育企业眼里，火
热的青运会赛事也昭示着青少年体育市场的

“强势崛起”。
特步（中国）有限公司活动营销中心高级

经理朱晨光表示，作为本次青运会头号赞助
商，特步不仅在青年消费群体中扩大了品牌
影响力，也传达了全民运动、健康生活的理
念。这对整个运动市场都是十分有益的。

与特步一样，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
同样开始了自己的青少年板块市场布局。该
公司品牌中心总经理赵峰认为：“青年群体的
重要性并不仅在眼前，而是在未来10年、20
年的消费期。这种长远的用户成长性是我们
最看重的。”赵峰认为，当前运动市场正呈现
着“去符号化”“去中心化”的新变革，企业只
能增强反应能力，在越来越快的产品迭代过
程中抓住年轻市场新潮流。

而匹克集团董事长许景南也做出了同样
的判断。“现在是体育事业最好的时代。更多
的家庭愿意在孩子的体育锻炼上投入，让体
育成为一种朝气蓬勃的阳光事业。”许景南表
示，当前青少年体育市场的开发，往往跟公益
活动、公益赛事结合在一起，不仅可以让企业
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让体育产业的
社会价值得到实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据新华社福州10月26日体育专电）

青少年赛事将带来
体育产业新变革

关键词三：走出去

在“互联网+”的风口面前，“太阳能+”
究竟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日常能源供给中，太阳能并
非高品位的常规能源，但力争“以太阳能为
主的能源地位”一直是太阳能企业孜孜以
求的目标和动力。“太阳能+多能互补”是四
季沐歌发力的方向之一。在建筑采暖中，
河北经贸大学太阳能跨季节蓄热采暖被认
为是太阳能+传统常规能源的突破性创
新。在住博会上，四季沐歌推出了一机两
用“地暖冷气机”，此举意味着太阳能+空气
能的多能互补已经开始商业化，以太阳能+
为主的能源创新应用已经走入我们生活。

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让人居更加智
慧和谐，社会运转低耗高效。张晟耀强调，

“太阳能+大数据”会进一步推动城市的绿
色发展。他表示，“云应用”正在让太阳能
变得更加智慧聪明，从集热量、供热量、散
热量，到天气变化、水位变化、用热空间、人
数变化、消费行为变化，太阳能内置的智能
模块都会运算出数据，同时生成直观的经
济节能图表，通过APP客户端传输给终端
用户，这些数据反过来会成为绿色建筑、绿
色城市、绿色生活的标尺深刻地影响人们
的生活。

（据《科技日报》）

近日，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住宅博览会上，“太阳能建筑一体
化、绿色建筑与智慧能源、人居城市与低碳生活”成为重要议题

“太阳能+”绿色城市还远吗？

如今，人们对住宅的
需求已从经济和社会两个
层面向环境这个维度延
伸，绿色建筑进入人们的
视野。近日，在第十四届
中国国际住宅博览会上，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绿色
建筑与智慧能源、人居城
市与低碳生活”成为重要
议题。

建筑承载着城市文明和科技进
步，而绿色建筑产业化无疑是创建
节能社会的重要途径。然而，在钢
材、水泥、木材、玻璃、五金等40多个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行业中，太阳能
建筑一体化备受关注。在住博会
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
中心总工程师高立新表示：“太阳能
建筑一体化是绿色低碳建筑的发展
趋势，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技术与应
用创新正在提速。”

记者注意到，围绕太阳能建筑一
体化商机，太阳能企业四季沐歌“太
阳能+”绿色建筑技术创新行动启
动。据介绍，此战略由“太阳能+建筑
设计、太阳能+多能互补、太阳能+大
数据”三个部分组成，四季沐歌工程
公司总经理张晟耀表示：“光热在建
筑领域的应用已经探索了十余年时
间，未来的主要方向是太阳能建筑
一体化设计、智能控制及围绕消费
需求升级的太阳能建筑科技创新。”

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低碳运行一直是
两难的选择，住博会上太阳能建筑一体化
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因为热水、
热采暖、制冷一直位居建筑能耗之首，上述
41%的社会能耗占比数据表明近年我国建
筑能耗在不断上升。

尽管太阳能光热是可再生清洁能
源，但是，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推动起来并没
有预想的顺利。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
有 3000 余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总面积只有 3.5 亿平方米。“节能建筑
一方面提高了建筑开发成本，另一方面是
国家政策鼓励扶持的力度不够。”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国家太阳能热

水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副主任何涛
作上述表示。

何涛强调，零碳不是不消耗、不排放，而
是通过与清洁能源的结合让建筑成为能源
制造的载体，“一出一进”实现“零能耗、零排
放”。他认为，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建筑师、环境工程师、能源专
家、管理者、使用者的共同参与和营建。

在与美国 GDM 公司的签约仪式上，
张晟耀表示：“未来的太阳能建筑一体化不
是在现有的建筑上安装太阳能，而是让
太阳能从产品变成部品，像门和窗一样
成为建筑的一部分，融入到楼体的规划
设计中去。”

——透视电影人才培养三大关键词

关键词一：错位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是趋势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是系统工程

让太阳能变得更加智慧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