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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让青少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及文化传承的使命感，6月1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语言艺术委员会和“希望学”承办的“文物里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在京启动。

“文物里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从青少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及学习兴趣出发，深度链接博物馆、馆藏文物、文博专家及知名教师等多重资

源，多角度、立体化打造丰富有趣的“文博大课堂”。包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陕

西历史博物馆等在内的20余家博物馆将深度参与，以系列直播及文物知识专栏等形式，带领广大中小学生“云游博物馆”。各博物馆馆长及

优秀讲解员将作为“文物星推官”，为孩子们推介、讲解珍贵文物，“希望学”的优秀教师团队将作为“文脉传承人”，带领孩子们挖掘文物的多

重价值，探索并理解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各学科知识点，帮助他们积淀文化底蕴，培养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与此同时，“希望学”联合人民美术出版社精心打造的“文物知识挑战赛”线上趣味答题活动也于6月正式上线“希望学APP”，活动题目

聚焦参与本届活动的博物馆馆藏文物，依托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文物之美——走进博物馆实践课程》系列教材，每一道题聚焦一件重

要文物及其独特价值，通过限时答题的方式，以赛促学，帮助广大中小学生学习了解文物知识，扩大知识面，提升文化素养。

将博物馆打造成为青少年的“文博大课堂”

李金光（中国博物馆协会秘书长）

一器一物浓缩文化，方寸之间解码文明。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
文明的重要场所，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化记忆的宝库，也是人们借
以认识过去、把握今天、探索未来的重要场所。

作为中国博物馆学术研究的引领者和博物馆行业发展的推动
者，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 40余年来，始终坚持以保护、研究、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己任，
通过学术研究活动、学术出版以及对外交流等方式，不断推进中国
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也见证了博物馆在新时代青少
年教育方面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各博物馆主动走近青少年群体，
纷纷推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活动，博物馆正在成为一个综合型

“文博大课堂”。围绕文物藏品、陈列展览开展的鉴赏、讲解、演示、
手工创作、夏令营等活动，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喜爱的文化场所。

各博物馆借助先进的数字科技，搭建独具特色的“云展览”、网
上博物馆，实现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馆藏、相关知识图谱等内容
的数字化、创意化、可视化，为青少年向往博物馆、走进博物馆提供
了更多理由和内在驱动。

为进一步引导青少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
秀成果”，中国博物馆协会守正创新，不断挖掘博物馆的教育潜
力，通过馆校合作，打通社会资源，让更多中华文明优秀成果走
到广大中小学生的身边；通过在线直播等多种方式，与他们分享
珍贵馆藏。

为此，我们联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人民美术出版社、“希望
学”等单位机构，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博物馆合作体系，打造符合
青少年学习规律和学习特点的系列活动，带领他们沿着文物坐标，
深入探寻文物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知识，逐步串起中华文明发展
脉络，从而深化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培养文
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文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中
坚力量。我相信，在文博界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下，博物馆特有的文
化育人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发挥，我们的青少年也将在知识的滋养
中，在中华优秀文明的感召下，不断成长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力军，为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助力博物馆教育资源开发
共同讲好中华文化故事

庄正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也是连接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桥梁。除了收藏和展示文物，博物馆对于人的精神滋
养、眼界的扩大、修养的提高等方面，都有着区别于其他教育方式
的独特优势。

1912 年，教育先驱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大辞书》中指出，教育
并不专在学校，普及社会美育要从专设的机构起，包括美术馆、
美术展览会、历史博物馆、古物学陈列所等都应该纳入现代教育
体系。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
近年来，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

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对中小学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

教学提出明确指导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博物馆与中小学校合
作机制，促进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体系，提升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
学习效果。

不言而喻，作为学生校外“第二课堂”，博物馆教育已经成为国
际范围内被普遍认可的教育潮流。近年来，带着青少年去博物馆参
观打卡，成为国内亲子教育和校外教育的一大热门，折射出我们对
精神家园的追求，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认知度的提高和强烈的文
化自信。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40多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全民阅读尤

其是青少年儿童阅读，帮助青少年通过阅读来塑造个人品格、加深
民族精神厚度，成为中华文化新一代传承人。而博物馆正是孩子们
需要“阅读”的一本大书。

博物馆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它具体而微地为孩子展示了中
华文明发展的大量细节，从文明起源到自然科学，从人文艺术再到
日常生活……每一件文物都开启一个新的故事，而故事与故事又
能串联起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鸿篇巨制。

博物馆是一本沉浸阅读的书。它为孩子提供的是完全沉浸式、
体验式的“阅读”过程，他们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文物，也可以通过
博物馆提供的多媒体互动、展示和讲解，充分调动视、听、触等，沉
浸式地阅读文物背后体现的人文智慧与历史文化。

博物馆是一本启迪灵魂的书。在博物馆，孩子们可以通过文
物，直观、感性地和中华文明开展智慧对话，看见文化源远流长的
生命力量，感受砥砺奋进的精神品格。这对于他们的知识积累、道
德养成、人格塑造，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都
发挥着积极作用。

因此，作为持续关注儿童教育与身心发展的机构，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会发起的“文物里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希望进一步推动
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教育资源开发，齐心协力共同讲好博物馆故
事。相信通过生动有趣的直播以及各位馆长和金牌讲解员的趣味
讲解，孩子们能够跨越博物馆的地理限制，近距离欣赏文物、读懂
文物、感知历史，领略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

“文物知识挑战赛”活动也将帮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文物之
美，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认识和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价值，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游有所感，学有所获。

在“终身教育”成为新风尚、共建学习型社会成为新共识的今
天，我们再次面向全社会发起倡导，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这场

“讲好文物故事”的潮流中来，多维协同，让更多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走到青少年的身边，让他们读好、读懂中华文化之书，成为这本鸿
篇巨制的新一代写书人。

探寻文物之美 溯源中华文明

金萌萌（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美术馆》主编）

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我们经常收到小读者的提问，美到底是什
么？我想，美是我们与世间万物连结的情感，这种情感具有强大的
包容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可以长久存在的根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留下的文物瑰宝可谓冠绝世界：商周青铜
器以庄重的造型、壮丽的纹饰沟通天地；蜚声中外的唐代“唐三彩”
见证着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宋元时期的文人山水，以丹青水
墨勾勒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博物馆中陈列的一器一物，一书
一画，无不讲述着恢宏的中华文明史，厚植着我们的家国情怀，涵
养着我们的灵魂。

“破解中华之美的密码，传播中华大美，普及中华大美，弘
扬中华大美。”70多年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见证新中国美术发
展的进程中，一直致力于对美的发现、传播与美的教育工作。
我们也始终以弘扬中华文明为己任，以书籍为载体，培养一代
代国人的审美情趣，从美学角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

我们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小学美术教材，出版了大量美
术专业图书，给广大的美术工作者、美术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
读物。近年来，在长期的大量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又出版了全
国第一套美育教材，从小学覆盖至高中，出版三年发行量已达
600万册。

在新美育时代的大背景下，提升青少年美学素养是我们面对
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在去年策划并组织出版了《文物之美——
走进博物馆实践课程》系列教材，从审美视角出发，将文物之美与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相融合，让孩子们在探寻文物之美的同时，探寻

中华文化智慧之美。整套教材共20册，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学段，
是“大美育”系列里的一个重要出版物。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凝结先辈智慧，闪耀着万
丈光芒。为帮助中小学生从审美的视角赏析文物，挖掘文物的多重
价值，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我们也在持续不断地与社会各界进行
合作，在美育方面寻求更大的突破。

今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会共同发起的“文物里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得到了全国20余家
博物馆的大力支持，由馆长、金牌讲解员以及“希望学”的优秀教
师带队，通过系列直播及知识点短视频等形式，带领孩子们“云
游博物馆”。

与此同时，出版社还以《文物之美——走进博物馆实践课程》
系列教材为基础题库，推出了“文物知识挑战赛”。每一道挑战题
聚焦一件文物，从文物的历史、工艺、技术出发，深入挖掘文物的特
点与价值，并将中华历史文脉融入其中，让青少年在挑战中和文物
对话，并在学习与思考中激发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自豪。

我想，这就是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各方力量主办“文物里的
中国”系列文化活动的初心：文物之美远不止外表，更在于其背
后凝聚的先祖的智慧、勤劳，对世间万物的理解和投射；同时，
从对文物的美学探索，也能从时间、空间、主题、技艺等不同维
度展示“美的历程”，让青少年跟随文物，溯源中华文明美学发
展，在青少年心里刻下中华民族的文化烙印，赋予他们中华文化
特有的美学与哲学。

在这场与文物“交流”的盛会里，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始终秉持
“中正大雅，朴真至美”的人美精神，与广大博物馆同仁以及“希望
学”在内的社会各界合作，帮助更多的孩子从不同视角认识文物、
欣赏文物、热爱文物，将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密
切联系在一起，让文物之美与中华文明之美成为照亮青少年成长
道路的明灯。

打造线上课堂，一起“云游博物馆”

况雯（“希望学”副校长）

我是一名职场妈妈，经常在节假日带孩子去博物馆。我
们会在故宫博物院数宫殿檐角上的脊兽，也会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和文物待一整天。博物馆成为我为孩子开启中华文明宝
库的钥匙。

作为从业多年的教师，我也注意到，博物馆在教育中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正在不断凸显，这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博物馆人的不懈努力。

博物馆的数字化之路将文物带到线上，借助VR、AR等科技
手段，为孩子们打开新的文化窗口；种类繁多的活动，让博物馆成
为他们汲取知识的乐园；各种文创产品推陈出新，让文物走进孩子
们的生活，深受他们喜爱。

“文物里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为广大青少年奉上又一道文
化盛宴。作为活动的承办方，“希望学”将如何用好博物馆资源，将
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与丰富动人的文化，深入浅出地讲给
孩子们？

先进的教育科技实力以及多年的教研教学沉淀给了我们答案
和底气。

我们将携手各博物馆，将课堂搬到线上，以系列直播和文物知
识点专栏等形式，带领全国中小学生一起“云游博物馆”。

我们也荣幸地请到各位馆长和金牌讲解员担任“文物星推
官”，为孩子们推介、讲解珍贵文物。“希望学”的老师也将充分发挥
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解析文物中所蕴藏的
语文、数学、历史、物理等知识点，引导孩子们发掘文物的多重价
值，积淀文化底蕴。

寓教于乐，让学习变得有趣，是“希望学”一直以来的坚持。因
此，我们结合中小学生热衷于挑战的心理特征，与人民美术出版社
共同打造了“文物知识挑战赛”，通过1分钟极限答题挑战，激励青
少年以赛促学，深化对文物知识的了解。

在科技和教育的双重助力下，文物的魅力将超越空间限制，让
更多孩子感受文化的滋养。在活动中，孩子们可以感受三星堆的神
秘莫测，了解长信宫灯的科技精妙，沉浸在说唱俑的快乐之中，见
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在持续不断的文化探源和解码中，文化的力量将在青少年
心中生根发芽，中华文明的未来，将随着青少年的不断成长而
充满希望。

知文物 懂中国
——“文物里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