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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家国情怀培养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年重要时间节点都会组织主
题爱国主义教育，还针对进馆观众占比最高的青少年群体开
展了“紫金草和平讲堂”“紫金草国际和平夏令营”“紫金草研
学课堂”“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行前一课”等主题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在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
平宣言》已成为仪式的固定“动作”，每年根据南京大屠杀惨案
发生周年数量递增一名学生，这一活动已成为通过爱国文艺
作品培养青少年家国情怀的典范。

内容力透纸背：240字从历史说到和平未来

创作背景 《和平宣言》的作者冯亦同出生于南京大屠杀
发生后的1941年。抗战爆发前，冯亦同的父母从南京回到扬州
老家，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的父亲创办学校，参加革命，加
入中国共产党。冯亦同的祖父死在侵华日军对苏北地区的扫荡

期间，祖屋被日本兵焚毁，年迈的祖父在逃难中病故。后来父亲
也因病去世，没能等到南京解放，母亲一人将冯亦同和兄姊们
抚育长大。冯亦同18岁考入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前身）
中文系，毕业后辗转进入南京市文联作家协会工作，成为一名
作家、诗人。1937年12月发生在南京的人间悲剧，是南京最惨痛
的城市记忆，也是冯亦同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

《和平宣言》凝聚了南京人民对历史的铭记及对和平的珍
视。早在2002年，冯亦同受到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邀请，创作《南京和平宣言》。朱成山说
世界上二战灾难城市都有《和平宣言》，南京作为历史灾难的
发生地，也应该有自己的《和平宣言》。2002~2007年间，冯亦同
先后创作了五版《南京和平宣言》。2014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已经73岁的冯亦同再次受
到有关方面约稿，请他创作四百字之内的《和平宣言》，他毫不
犹豫地接下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创作过程 2014年国庆假期，冯亦同两次来到纪念馆。看
着自发而至、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冯亦同认为这就是“和平宣
言”，是观众写成的缅怀遇难同胞、声讨侵略者的“和平宣言”。
从纪念馆回家途中，他心里已经打起了“腹稿”。这一次，他用
诗歌来表达他的心情。诗经是周代的民歌，用诗经体句式，更
适合表达宣言的内容，质朴、简洁、古雅、凝重，既能彰显南京
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特色，也契合国家公祭仪式这样庄重的
场合。冯亦同几乎一气呵成写下400字初稿，分“忆城史 记国
殇”“思教训 图振兴”“祈和平 创未来”三个篇章。

宣言通篇既要考虑韵律和节奏，也要考虑内涵和气势，希
望能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卓越智慧。冯亦同从《礼
记》《周易》中分别选取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地之大德
曰生”两句经典为主干，写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德曰生，
和气致祥”16字。稿件交出后，经过了五次修改，最终定稿240
字《和平宣言》。

形式反复强化：青少年接力宣读薪火相传

2014年至 2020年，百年名校南京市第一中学的学生代表
连续7年在国家公祭仪式上宣读《和平宣言》。一届又一届学生

毕业了，这所学校年复一年培养优秀学生出色完成国家公祭
仪式现场朗诵任务。

自参加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朗诵
后，一中组织成立了和平朗诵社团，以高二学生为主体，高一
学生辅助，用“老带新”的方式，把大家凝聚起来。经过多年现
场朗诵实践，一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朗诵经验：每年邀请
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专家与学生们座谈交流，让大家学习了
解这段历史；定期组织学生观看南京大屠杀历史相关纪录片；
邀请往年参加过国家公祭仪式朗诵的学生登台分享经验；组
织学生到纪念馆参观，感受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惨烈，体会和平
的可贵，准确把握朗诵时的情绪；邀请一中校友南京艺术学院
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董蓓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演员张路等专业
人士进行现场朗诵指导。在这样的经验总结和日常强化训练
中，学生们对《和平宣言》有了铭记于心的认识。

2021年开始，南京中华中学的学生加入到《和平宣言》朗
诵团队中。中华中学组织学习南京大屠杀历史专题，集中学习

《公祭读本》，由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逐字逐句解读宣言的含
义，传达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要义，带领学生们到纪念馆实
地参观体验，并邀请专业老师现场指导朗诵。

“这是学生们人生中珍贵的一课，”中华中学周立新书记
表示，“我们在中学教育中注重育人标准，注重一个学生的家
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培养，如果学生们仅仅学习好，而不了解、
不关心自己生长的城市过去的历史，不能及时了解世界潮流，
读书有何用？”

参与者仪式感强：国家公祭仪式令人终生难忘

参与 2019年领诵的南京一中学生崔自鑫出生于 2002年
12月 13日，他在2018年和2019年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宣读《和
平宣言》。他表示，站在现场仿佛回到了1937年，看到同胞被侵
华日军屠杀，内心充满悲愤，朗诵时真情流露，到最后已经泪
流满面。

2020年南京一中参与朗诵的83名学生中，有两名同学的
亲人正是1937年浩劫的亲历者。2005年出生的刘弈轩从小听
爷爷和爸爸讲述太爷爷的故事，参加公祭仪式现场《和平宣
言》朗诵活动加深了他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他表示：“我的祖祖

辈辈都是南京人。作为南京人的孩子，对日军在南京制造惨绝
人寰的大屠杀，感到悲愤；对被日军杀害的30万同胞，感到心
痛。我生在和平年代，更要保有爱国之心，珍惜来之不易的生
活。”另一位同学朱星宇在参加国家公祭仪式时，听到解放军军
乐团演奏《公祭献曲》，仪仗队抬出公祭花圈走过铺满级配石的
广场，感觉有一种凝聚力在静默中生长。想到祖辈的经历，想到
国家遭受的苦难，深感作为后辈有责任铭记传承这段记忆。

2021年《和平宣言》四名领诵同学之一的夏雯静，家住在
纪念馆附近，小时候父母就常带她到纪念馆参观。她说，这里
曾是一片充满苦难的大地，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应该铭记历
史，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

范围传播力广：辐射海外侨胞子女

自 2017年起，每年 12月 13日前后，在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意大利、新西兰、阿根廷、安哥拉、缅甸等世界上70多个
国家和地区，有数百个海外侨团响应南京市侨联和纪念馆倡
议，与南京同频，在居住国同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并举
办“人类的浩劫——1937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身在匈牙利的海外华侨马文俊家里有三个孩子，他十分
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学习汉语。不仅鼓励孩子参加海外侨团
的各项活动，还让孩子到社区华人举办的活动中当小小汉语
主持人。通过海外同步悼念活动，马文俊让自己的孩子参与
朗诵《和平宣言》，加深孩子对祖国历史的了解，让孩子明白，
自己无论生活在哪里，根永远在中国，身体里跳动的永远是中
国心。

许多海外华侨的子女从出生开始就“入地随俗”，以住地
语言为第一语言，很多孩子已经不会说汉语。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激发这些身体里流淌着华人血液的青少年的家国情怀？
以中国各级侨联为抓手，以海外侨团为纽带，通过国家公祭日
同步悼念活动，加入宣读《和平宣言》环节，将汉语学习与家国
情怀培养融汇合一，不失为一种可行性较高的办法。

在国家公祭仪式上宣读《和平宣言》，是青少年的使命担
当。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种鞭策。它就像接力棒一样，让
历史的钟声与和平的种子在一代代青少年中传承延续，生生
不息。

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首要功能，博物馆教育在传递知
识、文化启蒙、开拓视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博物馆进校园
是博物馆教育的重要实践途径，包括课程进校园、流动展览进
校园、学术讲座进校园、音频视频进校园等多种形式，中小博
物馆多以“精品课程”进校园为主。在馆校合作的背景下，博物
馆与学校在课程研发、合作机制、教师培训等方面均有长足进
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面对新形势，中小博物馆“精品课程”
进校园需改变策略，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学生体验等方面
下功夫。

课程要“博物馆化” 目前，博物馆进校园的“精品课程”，
均是博物馆精心准备、细心打磨，课程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多
样。但课程研发的思路还是沿袭学校课堂的模式，注重知识传
授，追求良好课堂秩序，强调对于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博物馆
在课程设计时过于追求课程知识的丰富性和逻辑性，这种定
式思维会使课堂内容拘谨、枯燥。作为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
任何一件文物或一个遗址，哪怕是一砖一瓦、一木一器，都反
映着人类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宗教信仰、审美思维
等领域的继承和创造。博物馆的知识包罗万象，涉及多种学
科，课堂的内容设定也可以多元化。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
物馆在设计进校园课程时，不刻意追求内容精深，更注重课程
内容多元化。如馆内推出的“汉代货币”课程，不仅是一堂历史
课，还结合图画、文字知识，让学生通过描摹五铢钱了解其外
圆内方的形制，欣赏篆体“五铢”并比较与楷书“五铢”的区别。
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设计应符合博物馆知识体系的多元化
特点，增加趣味性。

课程要“引导”学生 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存在本质区
别：前者的出发点是提供让人愉悦和开心的体验，对于儿童和
青少年而言尤为重要；而后者的出发点在于传授知识。所以博
物馆在研发进校园课程时要找准定位，它应当是关于博物馆

知识的体验课，而非某一学科的知识传授课。对于青少年学生
而言，获得知识固然重要，但让青少年体验到博物馆的美好，
培养他们主动走进博物馆的意识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博物馆，进校园课程应以
“乐趣”吸引学生注意力，然后以独特的文化体验传达博物馆
的魅力。面对中小学生更要讲求授课方式，直接讲解抽象的博
物馆概念和文物信息往往效果欠佳。海昏侯博物馆的进校园
课程充分考虑了时下青少年感兴趣的话题，将其熟悉的游戏
角色与博物馆藏品建立联系，引发学生们的好奇心，从而激发
对博物馆的兴趣。在阐释文物纹饰时，介绍汉代的神仙世界、
高雅玄妙的精神世界、生机盎然的现实生活，为学生营造一个
充满无限乐趣的幻想空间。课程的作用之一是架起藏品与青
少年生活沟通的桥梁，引导青少年从自己的现实生活出发了
解博物馆及藏品，培养青少年将博物馆教育作为重要知识来
源的意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课程要让学生“生产”知识 学校课堂是博物馆进校园活
动的实践场所，在实际授课过程中，大部分学校领导和老师都
十分认真对待，要求学生全程配合，遵守课堂纪律，不能“捣
乱”。事实上，考虑到博物馆教育应具备的趣味性和多元化特
质，应提前与校方做好沟通，鼓励学生以积极愉快的心情和享
受参与的态度投入学习过程。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在课堂讲解
过程中也要注意避免“讲解文物”的“职业习惯”。

博物馆是“以物载道”的公益性机构，博物馆进校园也要借
助实物。对于处于探索、建立世界观过程中的青少年，实物能提
供具体的经验，使他们能触其所未触，感其所未感，进而想其所
未想，给青少年带来新奇、快乐和探索的动力。面对实物，青少
年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会促使问题产生，有了问题，就为知识的
生产提供了原料。例如，在海昏侯博物馆的“海昏金器”课程中，
博物馆授课老师通过展示“马蹄金”的仿制品，激起学生们对

“马蹄金”产生众多疑问。学生对实物进行提问，而老师可利用
这些问题一步步引导学生走向课堂的核心内容。通过“实物”让
学生提出问题是学生成为知识生产者的第一步。

学生生产知识的第二步，则是和他们一起讲故事。有趣的
故事不仅能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力，甚至可以引发他们对藏品
本身产生情感共鸣。讲故事不仅仅是为了传播知识，更是让学
生运用理解力构建自己对藏品的理解，激发他们对于博物
馆、对于文化的想象。可以学习优秀历史自媒体人讲故事的

模式，以事实为基础，将文物放入特定的历史场景中，让学生
来当主人公并自由发挥设计对话、编撰情节。在“海昏侯刘
贺”课程中，博物馆授课老师设置了刘贺少年时“不好书术而
乐逸游”，他的老师王吉劝导他要认真读书的故事背景，让学
生据此延续故事并现场展演。学生们在参与历史故事和文物
故事的过程中，完成了知识的输入和输出，获得了成就感，这
样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博物馆课堂的趣味，感受到文物与博物
馆的魅力。

巍巍金陵，滔滔大江，钟山花雨，千秋芬芳。
一九三七，祸从天降，一二一三，古城沦丧。
侵华倭寇，掳掠烧杀，尸横遍野，血染长江。
三十余万，生灵涂炭，炼狱六周，哀哉国殇。
举世震惊，九州同悼，雪松纪年，寒梅怒放。
亘古浩劫，文明罹难，百年悲叹，警钟鸣响。
积贫积弱，山河蒙羞，内忧外患，国破家亡。
民族觉醒，独立解放，改革振兴，国运日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八十五载，青史昭彰，生生不息，山高水长。
二零二二，国家公祭，中外人士，齐聚广场。
白花致哀，庄严肃穆，丹忱抒写，和平诗章。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德曰生，和气致祥。
和平发展，时代主题，民族复兴，世代梦想。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

以活动培养青少年家国情怀作用初探
——以国家公祭仪式上宣读《和平宣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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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博物馆“精品课程”进校园实践探索
——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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