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分钟的文物之美，
8000年的进程记录，
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
说话》通过这种微纪
录的方式，将厚重的
中华文明与互联网的
碎片化传播相结合，
向观众展现了蕴藏在
文物背后的深邃历史
与精彩故事，堪称中
华文明的视频索引库
和向世界展现中国悠
久 历 史 与 文 化 的
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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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文化时评

□ 本报记者 于 馨

1月16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在新课标中，强化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比重，语

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也从过去的

14篇扩增至72篇。

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

员王湛介绍，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

方案对课程结构进行优化，将课程类

别调整为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

和选修课程，既保证基础性，又兼顾

选择性。

在课程标准方面，各学科结合自

身特点，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以最突出的语

文课标为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

的内容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

各个部分。在“课内外读物建议”部

分，除保留原有《论语》《孟子》《庄子》

外，增加了《老子》《史记》等文化经典

著作，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古诗

文；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目中，中国

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将原标准

“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

推荐篇目”，推荐篇目数量从14篇

（首）增加到72篇（首）。

教育部部长助理、教材局局长

郑富芝介绍：“与2003年版相比，新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体现了鲜明的

育人导向，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

整体性等明显增强。”在之前修订基

础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全面融入课程之中，明确提

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

例如，在思想政治课程“政治与

法治”部分，要求学生理解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历史课程

中，设置“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专题；在语

文、历史、外语等课标中，要求学生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

化观，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地理、生物、化学等课标中，要求学

生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在信息技术、通用技术、数学等

课标中要求学生学习了解物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处理等内容，培养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创意设计能力。

这次修订，各学科首次提出凝练

学科核心素养，明确了学生学习该学

科课程后应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克服重教书轻育

人的倾向。

新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把学习内容分为必修、选择性必修和

选修三类，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统

一高考相关要求以及学生兴趣特长

发展需要相适应；在考试命题方面，

各学科细化了评价目标，加强了对学

科素养的测评指导；在课程实施方

面，加强了对学校学生发展指导制

度、选课走班教学制度、综合素质评

价制度等方面的指导，并提出了相关

教学管理要求、条件保障措施等。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是本次课标

修订的又一个重点。语文、历史、思

想政治、音乐等课标都结合学科自身

特点，对革命传统教育内容要求做了

强化。

如语文课标中，设立专门的“革

命传统作品”专题；要求学生在课内

外广泛阅读革命先辈的名篇诗作，课

内外读物推荐篇目涉及毛泽东诗词，

以及鲁迅、郭沫若等一批作家反映革

命传统的作品。同时，鼓励有兴趣的

学生精读“一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诗文专集”和“一部反映党领导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伟大历程的长篇

文学作品”，撰写研究报告或文学评

论。再如，历史课标明确要求学生系

统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

郑富芝表示，修订后的课程对高

中教育教学管理、学校办学条件等提

出了新要求。“最关键的还是师资队伍

建设。要根据高中课程实施的需要，

调整教师编制标准，配齐配足专任教

师，满足选课走班教学、指导学生发

展等方面的师资需求，加强教师、校

长的全员培训和研修，使他们切实理

解、准确把握修订后课程的要求。”

高中新课标：古诗文背诵篇目增至72篇

□ 吴伟贤

如果说文物是承载中华文明的

古老载体，那么在这个古老载体与

现代生活之间，还需要一条联结传

统与现实的纽带。5分钟的文物之

美，8000年的进程记录，央视纪录频

道播出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

通过这种微纪录的方式，将厚重的

中华文明与互联网的碎片化传播相

结合，向观众展现了蕴藏在文物背

后的深邃历史与精彩故事，堪称中

华文明的视频索引库和向世界展现

中国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标杆。该片

第一季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让国

宝活起来，火起来，再次掀起了“国

宝文物热”。

文物掀热潮国宝也刷屏

“6000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

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集就用极具

美感和文化韵味的“金句”征服了观

众。该片短小精炼，从影像、解说

词、音乐到配音无不精彩。每天播5

集，每集聚焦一件文物，该片自成风

格，画面大气而不失灵动，解说词可

以文采飞扬，亦能在不经意间卖

萌。“胖胖腿”“肌肉萌”等新词汇令

观众不禁感慨：“官方卖萌，最为致

命。”“不经意间就被文化输出，这才

是揭秘国宝的正确姿势。”

每一件文物都在历史星空中找

到了时代坐标，每一段历史进程都

通过文物得到倾情诉说。对于年轻

观众和繁忙的上班族而言，每集5分

钟的微记录模式填充了他们的碎片

时间，让原本“高冷”的文物褪去神

秘的面纱，让更多的观众在碎片化

时间里，通过多屏渠道了解、感受了

中华文明。有网友评论：“最近一直

追《如果国宝会说话》，感动、骄傲、

敬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带着一颗

虔诚之心走进国宝世界，在一个个

历史印迹和超级工艺中，与悠久灿

烂的中华文明深情对话。”“每天在

上班的地铁里通过手机就可以很方

便地穿行历史，触摸中华文化。古

老文明和现代科技在此刻完美融

合，妙不可言。”

该片更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肯

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说，这

是一次电视传播方式的创新，没有

渲染猎奇和神秘的曲折表述，也避

免了高冷的学术性叙事，而是采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跟观众平等对话，

“从收藏到展示，从展示到让文物说

话，节目打开了一条细细的门缝，让

我们能一窥文物的精彩。”北京师范

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

导师张同道教授称，“纪录片《如果

国宝会说话》把文物的重量通过最

现代、最流行的艺术方式传达出去，

让纪录片尤其是短片成为文明传播

的轻骑兵。”

荧屏5分钟穿越8000年
面对浩瀚如海的众多文物，光

是那些拗口的名字，就足以让人望

而生畏。《如果国宝会说话》则选择

全新的思路与手法，用新潮的手段，

讲古老的故事。通过“微纪录”，文

物不再是一个个冰冷陌生的名词，

而是一段段具体的故事：越王勾践

剑不仅是一柄君王佩剑，还象征着

两个世敌纠缠百年的恩怨征伐；太

阳神鸟金箔并非只是一块美丽的金

片，它代表了三星堆先民对太阳的

崇拜以及炉火纯青的锻金技术。故

事与历史的巧妙搭配，赋予了每件

文物独特的标识。

对于文物爱好者来说，也许这5

分钟就像一道饭后甜点；但对于一

个首次接触文物的人来说，这很可

能就是一道将他胃口调动起来的餐

前凉盘。总导演徐欢说，《如果国宝

会说话》并不希望用这5分钟来解决

所有问题，它要做的是让更多人了

解、接触文物，对文物产生兴趣。只

要拥有了了解的动力，就能在这5分

钟之外更深入地发现这片土地上

8000年来丰富的宝藏。

观众还可以通过一件件代表性

的文物，感知古代中国人以及创造

者的温度和态度，解读出多个维度

的信息，重建一部基于物质遗存的

中华文明史。如片中的玉组佩，玉

组佩象征身份和礼制，佩戴玉组佩

的人身份越高贵，身上的玉组佩便

越长越复杂，走路的步伐就越小。

每一块玉可能要花一个匠人一生的

时间来制作，204块玉片被连在一

起，玉就有了生命。这些玉片静静

地躺在大地上，那就是天地的乡音。

土偶能解语阴阳暂相通

《如果国宝会说话》传递的是国

宝背后的中国审美、中国精神和中

国价值观。每一件文物都代表着中

华民族的过往，是流动在我们血脉

深处的文化底蕴，是历史银河中的

璀璨星光。从仰韶红陶人头壶到唐

代三彩釉陶器，从红山文化玉龙到

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些文物无一不

反映着中华民族不断精进的工艺水

准和悠久传承，在数千年后的今天，

依然让我们能感受到那份从创造之

初就蕴藏其中的勃勃生机。

片中出现的珍贵文物，无不是

历代工艺的集大成者：曾侯乙尊盘，

后母戊鼎，越王勾践剑……这些文

物所蕴藏的，不只是当下倡导的工

匠精神，更是一种跨越数千年的人

文情怀。这种情怀可以超越时空限

制，源源不绝地传递给后来者。

徐欢说，选择这100件文物的

理由，是展示中国古人的创造力，

所选的国宝具有所属时代的气息，

曾见证过文明的进程。土偶能解

语，阴阳暂相通。面对饱经沧桑的

国宝，千百年后的我们仍然感到震

撼。这份情感所孕育的力量，构成

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自信、文化

自信。这份底蕴与从容，每一个中

国人，都与有荣焉。

□ 李思辉

歌剧《茶花女》中有句调侃：“你连中

国红茶都喝不起，还算什么贵族。”不少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一度停留在

茶叶、瓷器、丝绸等粗线条的符号阶段，

停留于某种“异域想象”。全球化时代，

我们要与世界更好地交流合作，需要丰

富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要

求“重点支持汉语、中医药、武术、美食、

节日民俗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

表性项目走出去”。为什么要重点支持

这些项目走出去？因为它们集中了中华

文明的特点，承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是

我们与全世界对话交流、沟通情感、融合

文明的合适介质。

有数千年历史的汉语是世界上使用最

广泛的语言之一，也是读懂中国最直接、最

有效的渠道；中医药是人类医学领域的瑰

宝，小小青蒿素抗击疟疾，为世界作出了

大贡献；中国武术强身健体、注重武德，

是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盘

活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在人文交流各领

域形成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既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也是世界

了解中国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对

世界的贡献有目共睹，可国外还是有不

少关于中国的误解和不当言论。除了一

些人有意为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对中国

缺乏了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很多

外国人眼里，中国是神秘的，他们对中国

的文化、文明很陌生。

有时，国与国之间已经实现了经

济上的互惠、政治上的合作，但人文交

流没有跟上。人文交流的滞后，会加深

误解和不信任，影响政治、经济等领域

的合作。消除这种状况，就需要拓宽

渠道、增进了解。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用平板

电脑展示外孙女阿拉贝拉表演节目的视

频。视频中，阿拉贝拉献上了中文歌曲

《茉莉花》，并背诵《三字经》和唐诗。据

报道，阿拉贝拉18个月大就开始学习汉

语。而学习汉语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正

成为一种时尚。这说明，世界越来越关

注中国，希望走近中国文化，更好交流沟

通，增进彼此了解。

支持汉语、中医药、武术等中华文明

代表项目走出国门，顺应的是世界读懂

中国的需要，也符合中国深化对外交流

的意愿。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

兼容并蓄，是摆脱亨廷顿所言“文明的冲

突”，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愿景的

必由之路。

国 宝 活 了 ， 火 了
《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微纪录的方式，将厚重的中华文明与互联网的碎片化

传播相结合，向观众展现了蕴藏在文物背后的深邃历史与精彩故事

让更多传统文化
代表项目走出去

杭州市民杭州市民
有了有了““文化年文化年货货””
1月16日，来自中国多个艺术门类

的手工艺精品亮相浙江杭州，民间艺

术家现场扇面作画、纂刻印石等，更是

为市民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文化年

货”。图为一位民间艺术家正在扇面

上作画。 王 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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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向奥运靠近
几家欢喜几家愁

争论一直伴随着电竞的发展。在许

多公众尤其是家长眼中，电竞引发的“网

瘾”等担忧始终难以消除，宜审慎对待。

也有一些体育界人士认为，电竞有可能

被纳入奥运，电竞的高“圈粉”性有助于

提高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奥运的关注和

参与。

永夜月同孤

在杜甫流传下来的1450多首诗中，

许多诗作都写在夜里，尤其是抒怀之

作。这些诗让人念着念着，眼前就会浮

现出漫长的星光，沉沉的夜色。杜甫的

夜晚似乎尤其长，而且多在清醒中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