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3 年 7 月 11 日 综 合主编/肖维波 责编/何文娟 校对/肖维波 美编/焦九菊
电话：（010）84078838-6137 本版邮箱：wenwubao@vip.sina.com

在从化钱岗古道与荔枝主题研学
中，探究岭南自然风物、历史地理与文
学艺术的奥秘；在韶关烽火课堂与丹霞
科考主题研学中，提升科学理解力，解读
千年古道的历史、人文、自然要素；在升
级版的惠州人文与岭南本草研学中，体
会传统医药的力量，感受“半城山色半城
湖”的惠州，领悟东坡先生“不辞长作岭
南人”的乐观豁达、化苦为乐的人生况
味，福泽百姓的格局与心境；在大湾区文
化融合与科技发展研学中，探究乡野新
社区营造，体验澳门多元文化，探访航
空基地，感受航空科技的魅力……

6月30日，由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广州市研学实践
协会、信息时报社承办，广东省博物馆
及多所学校协办的“大开‘研’界·走读
广州”——广州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在广东省博
物馆（简称“粤博”）举行，打造首个“真
研学”示范课、推出 100 条经典研学路
线。活动旨在构建广州研学实践“五个
一”新格局，为广大师生和家长提供更
科学、规范的研学指引，引领全广东研
学实践教育的探索和创新。

活动当天，广东省博物馆与多所学
校合作开发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
中四个学段的课程精彩亮相，各学校的
学生分别体验四堂不同的研学示范课，
内容涉及远古生物、海洋软体动物、海
上贸易、岭南服饰，让他们近距离感受
真研学的魅力。

幼儿园课程以绘本导入，将游戏贯
穿始终，让孩子们了解恐龙化石是怎样
来到博物馆的。孩子们化身“恐龙猎人”
在古生物馆中找寻探索，分辨植食性恐
龙和肉食性恐龙，再通过触摸化石教具，
像古生物学家一样去思考、分辨恐龙化
石，最后选取感兴趣的恐龙进行“驯养”，
进一步培养他们的综合学习能力。

广州市天河第一小学的孩子们在
粤博广东省自然资源展厅，体验《海洋
软体动物》研学课程。展厅内波光粼粼，
一条条自由自在游动的海豚、鲸、鲨鱼、

魔鬼鱼等海洋动物畅游在蓝色的海洋
里，让孩子们仿佛置身于海洋世界中。
他们一边听导师的互动讲解，一边在研
学手册上认真地记录。在展厅旁的“课
室”里，馆校双师授课，让孩子们了解课
本里贝类的相关内容，再通过游戏、触
摸、聆听、问答等方式探索贝类世界，最
后把一个个形状各异的贝壳进行创意
设计串成风铃，倾听大海的声音……广
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沉
浸式”的课堂氛围、情景式的学习体验，
真正做到了研而有学。

在大舞台区域，广州市天河中学学生
在馆校双师引领下，体验了《广州与海上
丝绸之路——寻香之旅》研学示范课。身
着汉服的学生们，先是体验净手、品香等
传统香礼，然后辨识檀香、乳香等植物香
料，最后将合好的香料反复揉搓后制作
DIY香牌。学校老师以香料的起源、贸易
等知识引发学生思考广州与海上丝绸之
路的关系。广州市天河中学副校长谭小
霞说：“我们做研学，不只是让学生观看
或简单的体验，而更强调跨学科研究性
学习和专业的课程设计，像寻香之旅，除
了通过欣赏香具制作香牌之外，还会让
他们通过观察、讨论、分析汇报等方式，深
入学习香文化，培养乡土人文情怀。”

高中课程则是岭南服饰的纹饰导
入，课前老师推荐相关书籍让学生自主
学习，然后再到博物馆在教育员的带领
下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岭南服饰，并通过
解析精美的岭南服饰教具，提取设计元
素进行饰品设计，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创意首饰制作，并进行分享和展示。

事实上，研学示范课只是广州研学
的一个缩影。广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广州一直在推动“真研
学”落地：优课程、双导师、重实践、有评
价是“真研学”的主要特征。其中，课程
是研学的核心。此前，广州组织了两批
学校进行课程资源研发，设计了35门研
学实践系列教材。本次示范课上使用的
研学手册，就是以广州研学实践系列教
材为蓝本，馆校老师共同编写设计，特

邀广州市教育研究院专业教师指导优
化，按“课前导入→实践体验→自主探
究→成果展示→研学评价”的授课模式
设计课程。

“与逛景点听导游讲解不同，‘真研
学’需要有专业的师资作为支撑，它以 1
名基地营地研学导师＋1名学校名师组
成的‘双导师’授课模式，让基地和学校
优势互补，充分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有关负责人表示，“真研学”鼓励孩子发
挥创造性和想象力，把研学创意物化。
除了导师教学的内容，孩子们还可以通
过文图、小视频、调查报告、创意手作等
方式呈现自己的研学收获，优秀作品将
在市区融媒新花城平台展示。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结合“湾区所
向、港澳所需、广州所能”，构建“五个
一”研学实践新格局：打造一批研学实
践精品示范课、发布一批研学精品线
路、遴选一批研学实践试点基地和学
校、塑造一批研学实践特色活动品牌、
推荐一批研学实践承办机构，统筹协调
各方资源，探索形成研学实践广州模
式、广州样本。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学生们在暑
期感受“真研学”的魅力，主办方发布了
100条广州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经典路
线，这些路线围绕“红色教育”“传统教
育”“劳动教育”“国情教育”“自然生态”

“国防教育”“财商教育”“智能制造”八
大主题进行设计，引导青少年在研学实
践教育中“读懂广州、热爱广州、奉献广
州”，感受广州的“老城市新活力”。

此外，广东省博物馆的暑期研学也
在如火如荼招募中。

“7 年来，我们走过了 11条古驿道，
开展了 100余场研学活动，带领 2000余
名学子行走南粤大地。”广东省博物馆馆
长肖海明表示，今年“驿路同游”南粤古
驿道研学课程在暑期面向公众推出了五
条线，还有三条线被学校定制，有的学校
将此研学打造成了学校的品牌活动，校
长重视，多学科老师支持，课程针对学生
年龄学科特征定制，深受学生追捧。

4月，国家文物局、教育部以“国家
文物局办革函（2023）295 号”联合发
文，决定开展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
思政课”优质资源建设推广工作。通知
要求进一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
与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融合发展，切
实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走深走实，
提升育人效果。馆校如何跨界合作，
共育时代新人？如何让红色资源深度
融入思政育人体系？如何共同推进

“大思政课”落地落实？这是日前在江
苏常州召开的“馆与校——跨界融合
联动·共育时代新人：革命文物融入

‘大思政课’高端研讨会暨全国馆校合
作联盟首届年会”的研讨话题。来自
北京、上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全
国 17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馆校合
作联盟的100多位专家在线下出席研讨
会，就一些问题达成了共识。

做深做实馆校跨界合作大文章

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
斗的光荣历史，记载着中国革命的伟
大历程和先辈们感人事迹，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根据教育部和国家文
物局2021年9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充分
运用革命文物资源加强新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全国馆校合作联
盟正式成立，挂靠在中国文物交流中
心，秘书处设在常州大学。目前，全
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
多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革命博物
馆纪念馆积极响应加入，通过“一校
一馆、一校多馆、一馆多校”合作模
式，逐步消除横旦在高校和革命博物
馆、纪念馆之间有形和无形的高墙，迅
速推进馆校跨界融合。

常州大学把红色文化作为全校建
设与发展的重点来打造，聘请来自全国
15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市的 44位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馆长作为兼职教
授，走进常州大学思政课堂授课。会议
期间，来自江苏、河北、上海、福建、安
徽、江西、黑龙江、山东、天津9个省市的

20位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馆长走进常州
大学 20 个思政课堂，为常州大学的学
生讲授思政课，深深打动了青年学子
的心。16 位来自重庆、山西、辽宁、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
南、陕西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讲
解员，走进常州大学8个思政课堂，与
大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讲解和对话，被
学生们誉为“最受欢迎的一堂思政
课”。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与中共一大纪念馆、龙
华烈士纪念馆等校馆在上海市建立共
同体，建设“大思政课”的整体试验
区、重点试验区和重点试验高校，明
确立德树人的七项任务，馆校合作携
手共建共育共享机制正在形成。

用好用活革命文物“活教材”

如何保障红色基因传承好和利用
好，保证红色基因不变异和不被感
染，用革命文物加强对青少年的教
育，用好用活革命文物至关重要。上
海同济大学与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实
行跨地区、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单位
的合作，立足打造优势互补、协同高
效和特色鲜明的国家革命文物资源协
同育人平台，协同同济大学8个学院和
研究中心，推进革命文物资源和“大
思政课”的联接，采用人工智能、数
字媒介技术、文化元宇宙等优势，协
同促进革命文物、遗址虚拟场景建
设、数字资源包开发，用好红色资
源，赓续红色基因，传播好中国故
事。通过馆校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
馆校协同的优势，将政治思想教育内
涵阐述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革命文
物保护好、时代新人培育好。

全国馆校合作联盟依托合作平台
推出“云上微思政课——百家馆校革命
文物周周讲”活动，由来自南湖革命纪
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延安革命纪
念馆等 17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20
个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20位明星讲解
员，分别讲述朱德在南昌起义使用的手

枪等20件重要革命文物。先后有40位馆
校专家点评微思政课并通过网络直播，
全国共有20位讲解员被评为“金牌讲述
人”“最佳讲述人”“十佳讲述人”。

创新创设思政课教学的方式方法

大思政课程要讲什么？讲思政课
如何入脑、入心，让学生们心悦诚
服，使红色文化资源走出博物馆和纪
念性场馆，走向高校师生，用当代大
学生更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讲述，
应当成为重要的教学与实践理念固化
下来。对革命文物进行系统性梳理，
深度挖掘革命文物中蕴含的鲜活思政
元素，按照教材历史分期确定革命文
物对应的时间序列，进行革命文物的
横向地缘分布整理，确立其在教学体
系中的重要排列，成为近年来许多高
校与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共同的创新着
眼点。

2022 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了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
案》，提出了新要求，全国各地在搭建
大思政课和馆校协同育人做了大量的
努力，如创建“纪念馆里的思政课”

“红色圣地旅途中的大思政课”“历史
场景沉浸式思政课”等，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
雄和烈士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示范性、引领性的红色资源高地，以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革命文物工作高质
量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中华
民族复兴发挥重要作用。

从高标准要求来看，当前仍然存
在开门办思政课、调动各种社会资源
的意识和能力不够强，协同育人的职
责和定位不够清晰，协同机制不够健
全，条件保证还不够到位等问题。今
后我们还要在实践探索上下功夫，在
用好社会育人资源上下功夫，在搭建平
台上下功夫，在构建融合发展生态上下
功夫，不断拓宽互利共赢的渠道，形成
协同育人的大思政工作格局。

曲清海从小爱好历史，喜欢探索
其中未知。从图书馆调入文物管理所
的第一天，他就爱上了这份工作。多
年来，他带领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文
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与公安部门一
起联合侦破查处破坏文物案件 40 余
起，收缴涉案文物150余件。他主张主
动性保护文物，专心研究文物保护技
巧，收集地域历史资料，撰写多本著
作、多篇论文。多次荣获县、市、省级
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执着坚持 源于热爱

曲清海入职时，梨树县登记在册
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140
处，可移动文物100件（套），文物档案
资料十分匮乏，当时编制内工作人员
仅有几人，单位没有办公经费，甚至
连每天每人 8 元的差旅费都无法解
决。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曲清海，不计
得失，常年骑着自行车，自带干粮下
乡开展调查工作，寻找发现新遗址、
收集完善登记在册遗址的历史信息、
采集文物标本……一干就是28年。功
夫不负有心人，时至今日，梨树县不
可移动文物遗址数量达 227 处，累积
收藏可移动文物2000余件（套）。

几十年的工作历练，使曲清海从
刚入职的小职员成长为行家里手，收
集记录历史信息30余万字，从胶片照
相机到数码相机，筛选留存的记录遗
址和工作照片达5000余幅。依靠多年
的资料累积和考证，他主编出版了《梨
树县古韩州遗存考录》《梨树县昭苏太
河流域文物遗址》《梨树县文物志》等
书籍，使四平市梨树县文物管理所成
为“三普”之后吉林省较早编辑出版
文物志的县级文物管理单位。他主持
申报的遗址，有 5 处被核定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被公布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曲清海带领全
体职员的不懈努力下，2006年梨树县
荣获“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先进县”。

不忘初心 秉公执法

梨树县地处松辽平原腹地，东辽
河环抱其内，县域内新石器至明清时
期的古遗迹遗存非常多，盗挖古遗址
和基建破坏事件时有发生。

2010 年曲清海带领同事巡查一
处古城遗址时，发现古遗址耕地上有
被盗挖分子踩踏的痕迹，如果不注意
观察，很难发现地表遗留的痕迹是村
民生产时留下的还是盗挖者留下的。
当时正是农田里玉米苗初长至 30 厘
米左右高的时候，盗挖者在探测地下
文物时，为了不引起村民注意，尽量
不破坏玉米苗，还对探测盗挖过的位
置做了细致地掩埋。但是由于玉米苗
种植密集，还是有脚印留在垄台上并

有玉米苗被踩踏损坏的情况；而农民
进地查看玉米生长情况时，行走非常
小心，踩踏痕迹留于垄沟内且极少。
盗挖者踩踏痕迹呈现圆圈状，圆圈中
心点地下埋藏的就是他们需要判定
要盗挖的文物。在田野中还发现多处
用卫生纸缠绕在玉米苗上的标记，用
卫生纸是因为其中含有漂白剂，在夜
间月光下呈现亮白醒目的反光点，这
样的标记点就是探测人员为专门负
责盗挖同伙留下的标记点。

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曲清海敏
锐地发现了蛛丝马迹。为了不惊扰盗
挖者，他深夜与执法人员一起悄悄巡
查该城遗址，终于发现盗挖者，报警
后与警员一起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庭
审期间，犯罪嫌疑人的家人以高额回
报利诱曲清海，他坚持原则，严词拒
绝，最终犯罪嫌疑人得到了应有惩
罚。这个案子对当地的不法分子起到
了很大震慑作用，梨树县重要古城遗
址五年内未发生盗挖破坏案件。

主动巡查 坚持不懈

2015 年 4 月，曲清海带领执法人
员前往偏脸城古城遗址夜巡，在微光
望远镜中发现有两人在保护区内四
处张望，时而站立时而蹲下，没有带
任何设备，他判断这是前来探风打前
站的小卒，并立即与警察沟通。为了
抓获现行，他们趴在刚耕完的土垄
内，等了两个多小时后，出现了 5 个
人，背着包，扛着尼龙丝袋，在到达探
测区域后开始组装探测器。确定他们
是盗挖文物遗址的嫌疑人无误后，曲
清海与领执法人员配合警察现场抓
获一名嫌疑人，其余的四散奔逃，辖
区派出所赶来支援的其他同志迎面
撞上一名奔逃出古城前来取作案车
辆的一名嫌疑人，连同现场捕获的人
一同带回派出所审讯。

曲清海分析几名逃散的嫌疑人
人生地不熟，夜间很难找到回旅店的
路。蹲守了一夜很疲惫的他们不敢懈

怠，兵分两路，一路配合警察继续寻
找另外几名嫌疑人，一路和警察到嫌
疑人居住的旅店起赃蹲守。曲清海带
领搜寻人员在一处桥梁的桥洞里发
现有黑影一闪，用高光手电筒在桥的
两侧照亮桥下孔洞，受到惊吓的一名
嫌疑人举手被捕，至此，第三名嫌疑
人到案。至凌晨5点，返回住宿地点的
两名嫌疑人也被抓获，奋战了一夜
后，曲清海和同事才回家休息。

文物安全 我才安心

曲清海每年都要带领同事对梨
树县登记在册的几百处文物遗址逐
一进行巡查，对于重要的文物点坚持
昼夜巡查。他说：“坚持主动性巡查保
护，不能出现被盗后去调查破案亡羊
补牢的事情。只有文物安全，我才安
心。因为文物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是
我们民族的自信和骄傲。文物被破坏
后无法再生，我们只有更好地保护文
物，才能让文物更好地展现历史风
采。”

2012年的夏天，正是当地风大物
燥的时节，曲清海和执法队员夜巡到
韩州古城时，发现西城墙上的蒿草树
木在燃烧，几处火龙沿古城墙向北吞
噬古城墙上的保护树木。如果不及时
扑灭，不但城墙上的所有树木会被烧
毁，群众沿城墙堆放的玉米秆垛及附
近住宅也会被引燃。曲清海和执法队
员一边报火警，一边拿起折断的树枝
冲向火海，直至凌晨，才将大火扑灭。
欣喜中还带着惊恐的村民被文物执
法人员不顾安危、英勇灭火的行为所
感动，纷纷鼓掌感谢。

在曲清海心中，文物保护工作不
是简单死板的保护，而是要在保护中
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要让
民众知晓身边有“宝”，要让他们引以
为豪地去自觉看护。文物保护之路漫
漫而艰辛，曲清海表示，将继续保持
初心，在热爱的文物保护事业中砥砺
前行。

在山西太原的西南方位坐落着
这样一座“国宝”，它是集中国古代祭
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
艺术为一体的历史文化遗产，它是
三晋文化的发祥地，它是宗祠建筑
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它就是著
名的晋祠。如今，晋祠结合其特有
的文化景观，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成为热门旅游“打卡地”，每年吸引
大量海内外游客，为太原文旅产业
的火热升温加了一把柴。

情景交融，于殿堂楼阁和亭台桥
榭间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今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晋祠博物馆举行
了一系列活动，工作人员身着汉服，
游园、讲解、演奏、表演，穿梭于古建
园林之中，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文化
旅游体验。

水镜台前，游客可以欣赏晋祠博
物馆联合太原市话剧团推出的原创
话剧《唐风晋韵话晋祠》。话剧以晋
祠历史和传说典故为内容，将历史
与戏剧艺术融合，带领游客沉浸式
回眸晋祠千年，探源三晋文化，追
溯华夏文脉。在真趣亭举行的“乐
动晋祠”活动，邀请琵琶老师和演
奏爱好者共同弹奏，悠扬缥缈的琵
琶乐声仿佛从千年前穿梭而来，让
人流连忘返。青少年则来到胜瀛楼
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带
领下体验面塑、剪纸等互动活动，
以及造纸术体验课，了解造纸术的
由来和发展历程。三圣祠前侧，还
有投壶、射箭、蹴鞠、勇闯指压板等
一系列游戏可供游客挑战，表现优秀
者可赢得文创奖品。针对无法亲临现
场的观众，晋祠还举办了“云游晋祠”
线上活动，由馆区五星讲解员张引、
苏悦线上讲解“唐音元韵——晋祠·
永陵乐伎音乐文化联展”，带领观众

观赏晚唐宫廷燕乐瑰丽壮观场景和
晋祠博物馆元代乐伎的乐器。

新益求新，打造晋祠国风文化节
展现传统文化之美。“晋祠国风文化
节”创办于2020年，2021年荣获“全国
文化遗产旅游优秀案例”，如今已连
续举办四届，成为山西文旅融合的一
张亮丽名片。

谈及创办“国风文化节”的初
衷，晋祠博物馆副馆长谢强表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在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潮国风不再是老气、传统的
符号，更是一种国际文化浪潮和浓
郁的民族情怀。国潮将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与现代流行元素相结合，近
年来在年轻人中备受推崇。因此，
我们以此为契机创办了国风文化
节，希望游客走进晋祠，不仅能感
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震撼人心的
美，更能感受到晋祠国风文化沉淀
的美，感受其穿越时空的感染力。

今年 5 月，乘着国际博物馆日之
风，第四届晋祠国风文化节以“国风
当燃”为主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国
风主题活动，活动内容既有深度又
有广度，吸引了大量传统文化爱好
者、传承者、传播者齐聚千年古
祠，感受祠庙园林之美。活动期
间，晋祠博物馆原创舞蹈表演 《晋
祠十二时辰》 进行了首演；晋祠三
绝之一的“难老泉”也唱响属于自
己的主题曲；国风市集浓缩了山西
文化特色的非遗、工美、文创、汉
服、老字号等，尽展历史文化底
蕴；200人国风汉服方阵按照甲胄、
唐、宋、明四个主题进行打卡游园，
营造出穿越千年的古风文化沉浸
感……除此之外，活动期间还推出了
第二季“我是朗读者”晋祠诗词朗诵

大赛等精彩配套活动。为激发青少年
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文化节专门
为他们开设了国风文化课堂、青少年
国风展演、青少年汉服走秀等活动，
将古代服饰、挂画、插花等传统文化
融入其中，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潮流色
彩。

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改善文化旅
游环境。晋祠景区入口处和游客中心
为游客免费提供讲解、宣传资料领
取、触摸屏导览，医疗救助、开水、拐
杖、轮椅、雨伞、婴儿推车，便民电话、
邮政、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游客
在这里能享受到的每一个便利细节，
都蕴藏着晋祠为创造更加优美舒适
的旅游环境所做出的努力。

晋祠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任邱
萍介绍，近年来为改善旅游环境，晋
祠在软件和硬件建设方面进行了大
量改造。一方面，每年都对窗口部室
人员、业务人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
的教育培训，强化工作人员的规范管
理，提高职工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和业务素质，以适应现代文物旅游发
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丰富公众服务内容，开通
网上预约服务，引入购物、餐饮等服
务，对原有厕所进行高标准的改造
等。为确保文物安全，景区建设了消
防管网、电视监控以及远红外报警等
技术防范设施。

幽雅绚丽的山光水色，风光明媚
的晋祠正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遗
存和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谢强表示，今后，
晋祠将继续以“国风文化节”为抓手，
不断推陈出新，多维度展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精彩印记，为
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贡献
晋祠力量。

跟着国宝去旅行

一眼千年，在古韵晋祠中开启一场文化之旅
游敏

■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恪尽职守 守护文物安全数年如一日

馆校跨界合作 共育时代新人
朱成山

百条经典路线 带你读懂广州
本报记者 肖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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