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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副教授汪雪兰：

这个教授教学有魔力
皆因她的课堂有魅力

一说到教药学课程的教授， 很多人就会想到
魔幻小说《哈利·波特》中斯内普这样令人生畏的
不苟言笑型，而药物药理知识的艰深枯燥，不仅让
天才哈利·波特抓耳挠腮，即便是想象力天马行空
的作者罗琳也没法写出花来。 然而霍格沃茨解决
不了的难题却被中山大学的教授解决了， 有这样
一位药理学教授， 她的课不仅不像药物那么让人
感到苦涩，甚至充满了巧克力的芬芳。

在中山大学北校区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帖子
《在中大必做的十件事》中，只有一件是和课堂教
学直接相关———体验“药理学大讲堂”，对于爱玩
的年轻人来说，专门课程竟然和“吃遍东门外的
小吃”、“在宿舍大战小强” 等并列成为他们共同
的青春回忆。 而讲堂的老师，便是中山大学中山
医学院副教授汪雪兰， 她因极具魅力的课堂，成
为学生们念念不忘的“雪兰姐”。

在 4 月中山大学首届“卓越名师”评选中，汪
雪兰毫无悬念地上榜了。

“舀出来的一瓢水要满，不能
洒， 学生才能学到足够的知识。 ”
汪雪兰认为，知识传授的技巧非常
重要， 只有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学
生才能将知识真正吸收。“专业书
都是砖头，学生不知道它能砌成游
泳池还是大厦，老师的工作就是对
课本知识进行立体化重组。 ”

在教学中，汪雪兰常用日常生
活化的语言及案例，将晦涩难懂的
理论形象化、 显性化。“比如所有
药物都有不良反应，就不如说‘是
药三分毒’ 更容易记忆和理解。 ”
在讲课时，汪雪兰谈到瘦肉精对人
体和动物的不同副作用，来帮助学
生辨析瘦肉精的作用机制；她从胃
酸 PH 值讲到小苏打漱口，从低血

糖讲到包中常备巧克力，从非处方
药讲到的 OTC 的缘起故事， 汪雪
兰将需要传授的隐性知识，显性化
为日常生活中可观、可感、可触的
事例，让学生感到有趣之余又印象
深刻。

在研究知识传授技巧过程中，
汪雪兰发现，听讲的学习内容平均
留存率只有 5%，而实践讨论则是
50%-75%， 而传授给他人则高达
90%，最为高效。因此，她在坚持隐
性知识显性化的基础之上，还发展
出问题式、小组式和体验式教学的
教学模式， 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实
践并将知识传授他人。

在一次教学活动中， 汪雪兰
将准备好的药草九里香的叶子发

给学生试尝。 在学生纷纷感到舌
头发麻时， 汪雪兰点出并讲解九
里香局部麻醉的效果。 舌尖的麻
醉体验加深这一知识点在学生头
脑中的刺激， 令学生既感到新奇
与兴奋， 将知识牢牢地掌握在了
心里。

每到期末，汪雪兰的药理学大
讲堂总是门庭若市，300 人的大教
室坐下了 500 余名学生。 三天的
讲解，汪雪兰给每一位学生都派发
一枚巧克力。学生们纷纷积攒下三
枚巧克力，并在考试时将其作为幸
运的信物。

汪雪兰在教学方法上的诸多
尝试，都隐约显现出她“以生为本”
的思想。

以生为本，也是汪雪兰与学生
相处的不二法门。“有两种职业是
帮助人的，一种是老师，一种是医
生， 他们的工作不能用金钱来衡
量。 ”作为医生的老师，汪雪兰和
家人都感到自豪。

小到长痘、 大到糖尿病用药，
学生们都爱咨询“雪兰姐”。 曾经
有学生询问汪雪兰抑郁症患者用
药的问题，她一边耐心讲解抑郁症
用药的原理，一边打听是否是学生
患者，打算采取措施及时干预挽救

患者的生命。汪雪兰常常备课到凌
晨，但她却很愿意拿出时间做学生
亲切的“雪兰姐”。

在帮助学生解决专业和生活
问题之余，汪雪兰还很关注学生
的精神世界与个人成长 。“有研
究发现，人在的成长过程中有两
个三观塑造阶段 ， 一个是青春
期， 一个是 21 岁。 21 岁的学生
大致上大二大三，我正好教这两
个年级的课。 ”汪雪兰认为，老师
的人品和三观吸引学生，和学生

亲近，学生就能从老师身上学到
更多。

“雪兰姐”的联系方式和办公
地址都向学生开放，学生也常常通
过各种途径向她咨询。曾经有学生
担心考试挂科找“雪兰姐” 哭诉，
这位学生刚遭遇巨大家庭变故，内
心脆弱摇摆。汪雪兰与她聊了近两
个小时， 耐心倾听并细声安慰她。
汪雪兰明白，如果这时她没有救助
这位学生，学生可能会做出极端的
行为。

汪雪兰生于中山大学南校园
里的爪哇堂 （原教工第一宿舍 ），
并在中大幼儿园和附小度过了孩
提时代。 从小在父亲任教的陆祐
堂 （原地理系 ）中玩耍的她，对父
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 高中时，
她萌生了成为教师的想法。

“父亲不管对家人、朋友还是
同事都很尊重， 对门卫和保洁阿
姨尤其尊重。 ” 在她的成长记忆
中， 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家中常有
父亲的学生来。“父亲和他们一起
打球，参加他们的活动，学生有任

何问题都可以到家里来。 ”她的父
亲常常资助学生上学， 赠与学生
衣物，在学生就业时奔走帮助。 她
感叹道：“只教书是不能影响学生
的，如果没有爱，教师这个职业就
没有活力和动力。 ”

在听从母亲建议走上学医之
路时，汪雪兰有些畏惧，因此也缺
乏热情， 在第一年就挂科了。 当
时，她看到《花城》杂志中的一句
话：“人要学一行，爱一行”，于是
改变了对医学的看法。 在她看来，
热衷教学也一样， 是爱与责任心

共同促成的结果。 老师如果只是
上课，称之为从业；想办法提升水
平， 称之敬业； 而真正的甘之如
饴，才是乐业，才能最大程度提升
教学水平。

在中山大学卓越名师颁奖典
礼中，汪雪兰说：“我不是成功了，
只是成才了。 ”中大培养了她，而
她又与中大众多老师一起， 默默
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 中大
师魂， 中大老师对学生的爱与责
任心，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递
着。

汪雪兰办公室中有四个书柜，
存放着 200 余本与药理学相关的
典籍。 在她眼里，老师要为学生“解
惑”，要给学生“一瓢水”，自己要先
蓄满“一桶水”，要把学问做精，做
到“滴水不漏”。 为此，汪雪兰不仅
投入时间精力研读典籍、 更新案
例，还联合临床医生和专家教授集
体备课，补充临床实践成果。

“教授药理学这么多年，我把
每一节课都当做第一课来上，这样

学生和自己才有提高。 ”为了把教
材知识点讲透，汪雪兰常常备课到
深夜， 有时甚至修改课件到凌晨 5
点。 她的付出获得了学生们的良好
反馈。 汪雪兰也坦言，学生们锲而
不舍的追问，给予她源源不断的动
力，是学生成就了老师。

自 1953 年药理学教研室成立
以来，学界专家和业界医生集体讨
论的备课形式逐渐成为药理学系
的传统。 每三周左右，教研室的专

家都会针对教材中的知识点，邀请
相关科室的临床医生参与讨论，互
相提出问题并解决。 临床上的最新
经验很好地补充了教材中的不足。

在夯实知识点的基础上，汪雪兰
注重教学技能的训练与提升。 她研
究学生学习的规律，探究课堂节奏
的把握，并且通过媒体模仿优秀的
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升自己的口才。

汪雪兰努力蓄满的这“一池春
水”，最终都成为灌溉学生的甘霖。

蓄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

巧用案例，将隐性知识显性化

救助帮扶，做学生亲切的“雪兰姐”

总策划：陈建洪 协调：蔡珊珊
采写：王倩 丁振球 摄影：汤铭明 吴泽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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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中大，家学传承中大师魂

2017 年 5 月， 第一届小凉
帽国际绘本大赛的成功举办，
把中国的“小凉帽”故事传播至
海外， 搭建起全世界绘本创作
者交流的平台。 今年 5 月，华侨
城绘本小镇计划正式启动。 据
华侨城文化集团总经理胡梅林
介绍， 今年的小凉帽国际绘本
大赛更名为小凉帽国际绘本
奖， 将利用文博会这一知名平
台， 进一步打响小凉帽国际绘
本大赛在业界的专业性与国际
影响力， 争取早日实现将深圳
打造成为世界第三大绘本中心
的愿景。

在本届文博会甘坑新镇分
会场开幕式， 小凉帽系列动画
片第一部《小凉帽之白鹭归来》

的概念短片首次亮相。 据悉，这
是华侨城文化集团开创的“东
方乡土魔幻”之作，有望跻身国
际知名 IP， 开启国际动漫大咖
迪斯尼，梦工厂、皮克斯同台共
舞的新征程。

胡梅林表示，“随着小凉帽
动画片的制作和传播，必将成为
深圳文化的代表性符合，增强深
圳城市文化软实力，提高深圳乃
至中国数字动漫的整体水平。 ”
未来，华侨城文化集团也将陆续
推出姊妹系列《魔幻奇兵》、《白
豚小子》 等东方乡土魔幻动画。

“我们期待与以哈利波特为代表
的欧洲魔幻、星球大战为代表的
科幻魔幻并驾齐驱，进而重塑世
界动画竞争力格局。 ”

如何将“小凉帽”培育成为
深圳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据悉？
该集团有着独到的见解。 凭借
精良制作和广泛传播， 围绕小
凉帽 IP 的产业布局， 从小说、
绘本、动画，再到主题乐园、主
题酒店、主题农场，直至 300 多
种主题衍生产品的同步推出，
去创造中国动漫最快速度和最
全产业布局的纪录。

在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华侨
城馆和龙岗馆， 就有集中展示
了以小凉帽 IP 的衍生品：兼具
飞行和动作交互的仿生智能小
凉帽机器人表演，为 IP 故事展
现提供全新表达方式； 花兮轻
养康美将带来智能健康检测和
康养建议报告； 小凉帽 AR 古

诗、AR 绘本、 魔幻光盒、 智慧
“小镇通”以及新颖多样的小凉
帽 IP 衍生品， 带给观众无穷想
象与震撼， 展示文化产业新模
式以及 IP 跨界融合创新能力。

近两年来，甘坑客家小镇在
发展中逐步确立了 IP+VR+AI
发展战略，首创 IP� Town 模式，
一举荣获首批国家文旅融合先
导区（基地）试点，并获评 2017
年度中国特色小镇项目品牌影
响力第八名。 去年投资打造的首
部中国文化 IP+VR 原创电影
《小凉帽之白鹭归来》， 在第 74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
彩，勇夺金狮两项大奖，彰显了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
的巨大魅力。

文旅融合与传承创新 擦亮文化“金名片”
文 / 图 蔡鹏飞 谢少东 何倩玲

5 月 10 日下午，华侨城首部
动画《小凉帽之白鹭归来》 在龙
岗区吉华街道甘坑新镇分会场开
幕式上概念亮相， 这部以客家文
化结合乡土魔幻题材的首部国内
本土数字动画影片， 将开创国内
本土原创“东方乡土魔幻” 动画
的新时代。

而在距离甘坑新镇直线距离
约 5 公里的东南方，三联水晶玉
石文化村正以巧夺天工的翡翠、
玉雕闻名全国。 已经连续 12 年
承办文博会分会场的三联， 经过

“一轮回”岁月的冲刷和沉淀，如
今绽放文博会。 三联分会场今年
在业内率先推出珠宝设计实训基
地的校企合作以及与新媒体的跨
界时尚合作， 让深圳三联玉雕走
出一条新创意、新创新之路。

全球首播《小凉帽之白鹭归
来》概念短片、构建数字文化产业
新格局、 培育深圳文化代表性符
号……今年， 华侨城甘坑新镇在
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期间， 频频献出文创大
礼， 为吉华街道推动文化与旅游
深度融合， 促进辖区旅游业转型
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为文博会元老级的三联水
晶玉石文化村， 经过 10 多年时
间发展，已俨然成为产业链完整、
配套服务完善的全国性翡翠玉石
行业龙头基地。 它带动了周边产
业环境的优化提升， 为三联村的
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劲助推力，成
为“深圳市文化产业基地”和“文
化 + 旅游型示范基地”。

细数龙岗区吉华街道两大分
会场， 不难发现， 甘坑客家小镇
业已成型、 名声远扬， 三联水晶
玉石文化村已蝶变成为华南翡翠
玉石行业的龙头基地， 这源于元
老级传统珠宝玉石产业的励精图
治砥砺前行、 传统客家老屋村化
身为文创小镇“新秀”的涅槃新生
锐意进取， 象征着吉华街道打好
文化牌， 助推旅游产业大发展大
繁荣的决心和智慧。

“今年，三联分会场着重拉
通翡翠玉石的产业链，从玉石加
工产业链的毛料、加工，到设计、
雕刻，再到最后的终端销售都进
行了细化的产业布局。 ”5 月 9
日，三联水晶玉石文化协会相关
负责人在第十四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三联
水晶玉石文化村分会场开幕上
介绍道。

在此次开幕式上，该分会场
与中国形象设计订制管家 APP
“U 搭搭”合作，开展了一场时尚
服装与玉石翡翠饰品的跨界时
尚秀。 不仅如此，还加强“校企合
作”的环节，在与中国第一个设
立珠宝学院的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合作之后，与深圳科迪技工学
校携手，签订“实训基地合作协
议书”。 科迪学校也在现场授予
了三联“科迪技工学校学生科普
调研基地”的牌匾。 据透露，三联
希望通过园区与学校的合作交
流，让更多年轻的设计参与到古
老玉文化的传承中来，激发创意
设计，让深圳三联玉雕走出一条
新创意、新创新之路。

当天， 三联玉石毛料街、加
工街人潮涌动，正式“开街”，这
里将打造成“深圳唯一毛料直采

加工销售地”。 近年来，在翡翠原
产地缅甸收紧对原石的供应后，
三联玉石市场越来越考虑通过
自身来打破原料供给的局限 。
“谁控制原料谁就主宰市场，产
业的根基才能够稳固！ ”三联珠
宝城毛料街出于这方面考虑，在
依托三联园区的玉石产业基础
上，保证三联玉石加工产业的原
料供应需求，尽力满足深圳中小
玉商的便捷采购需求。

三联玉雕产业在这十多年
的发展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
玉雕人才， 涌现了像董书玉、蔡
三根、陈宗艺等获得业界认可的
优秀玉雕师。

如何更好吸引人才、 留住人
才、服务人才？三联分会场集聚各
方资源和力量， 打造出三联珠宝
城加工街， 搭建服务玉雕人才平
台， 向外界更好地推介“三联工
匠”。 同时，该分会场还将开展第
五届“三联工”精英雕刻大赛，翡
翠玉石毛料节， 玉雕人创业分享
交流会， 翡翠玉石科普调研等系
列文化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三联
还将举办《三联故事———玉雕人
的创业史》图文展，向曾在三联奋
斗过和正在奋斗的玉雕人致敬，
为建设美好三联出谋划策。

三联人十二年演绎玉石匠心
“一轮回”沉淀如今绽放文博领域

将重磅推出系列本土动画
培育深圳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传统客家老屋村化身为文创小镇“新秀”

三联分会场着重拉通翡翠玉石的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