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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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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说：“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

年前是帝都。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

读古书。”认识中华文明，从位于河南安阳

的殷墟开始。在这里，你可以欣赏青铜器

的斑驳庄严，感受“一片甲骨惊天下”的文

字魅力，聆听古老而悠远的历史传说，触摸

三千年文明的历史沧桑。

殷墟 三千年前是帝都

创新形式深挖资源 上好中小学德育课
全国政协常委、广西民族大学校长谢尚果认为，目前德育工作在我国中小学实施情况不容乐观，

如何让青少年乐于并善于参与多种形式德育活动应成为当前德育教育工作重点

“用”是最好的传承 “用”是最大的发展
—— 代表热议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

让优秀传统文化
“活”起来

□ 本报记者 王 志 丁笑天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我国

中小学德育工作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广西民族大学校长

谢尚果向大会提交了《深化中小学德

育教育 上好开学第一课》的提案，为

提升中小学德育教育水平提出了适

用性、可操作性建议，受到广泛关注。

形式宜丰富多样

记者了解到，2018年9月10日

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要求，要把立

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

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

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

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

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

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教育部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加强对中小学德育工作的

指导，制定了《中小学德育工作指

南》，要求着力构建方向正确、内容

完善、学段衔接、载体丰富、常态开

展的德育工作体系。

“尽管中央和教育部对德育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目前德育工

作在中小学中的实施情况不容乐

观。”谢尚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首先，目前还没有形成社会、学

校和家庭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的德育工作氛围，德育工作

往往成了学校一家的“独角戏”；其

次，由于受教育观念落后、教学手段

单一等因素的影响，学校的德育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假、大、空”的形

式主义现象，对学生的德育采取机

械“灌输式”、空洞“说教式”，甚至是

简单粗暴“训令式”，使得学生不愿

听、听不懂，甚至有抵触情绪，从而

严重影响了德育效果。

德育教育是关于心灵的教育，

是关乎一个人内在修养的教育，而

如何让青少年乐于并善于参与多种

形式的德育活动是当前德育教育工

作的重点。

谢尚果说，加强德育要加强课

堂上的德育。要探索寓教于学、寓

教于行、寓教于乐的符合德育教育

规律的生动活泼的德育形式，利用

丰富的内容带动、激发学生学习德

育课的热情。学校应该在完善课件

上下功夫，丰富课件呈现形式，比如

可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艺文娱

等单位创作的新颖、生动的作品改

编为课件，作为相应年级德育、综合

实践活动教材、课程化读物使用，使

德育教育深入人心。

谢尚果认为，加强德育更需要

加强社会教育。在社会上要树立崇

德向善的文明风气，让讲道德成为

人人遵守的社会准则。从某种程度

上说，社会教育更长远、影响力更

大。要利用社会大课堂探索多种形

式的青少年德育教育新途径、新方

法，深入挖掘德育资源，丰富德育内

容，创新德育形式，提高德育效果。

道德模范、英雄人物、行业先锋等具

有现实感召力的模范典型就完全可

以作为德育教育社会大课堂的有力

师资力量。

上好开学第一课

“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

们全家人都要在一起观看中央电

视台播出的《开学第一课》，这个节

目内容很丰富，有很多人物的事迹

令人感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

学一位家长对记者说，这个节目给

孩子触动很大受益很多，看完节目

孩子还会写观后感，记下让自己感

动的人和事。

谢尚果对记者说，自中央电视

台《开学第一课》电视节目播出10年

来，每年在开学季到来之际，教育部

都要发文要求各地教育局将《开学

第一课》作为德育教育和开学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把《开学第

一课》播出时间及频道通知到各中

小学校，并要求学校组织收看，或通

知到每一位学生，让其在家与父母

共同观看”，同时还要求“各中小学

校要结合实际情况，通过主题班

（团、队）会、观后感、微博微信、演讲

比赛、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后续

活动”以巩固《开学第一课》节目的

观看效果，将德育教育“落实到青少

年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深入推进

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如何上好开学第一课，已成教

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2018年2月26日北京科教

频道播出的《开学第一课》中，我不

仅从那６位普通的老师身上，体会

到了老师们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

对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不易，更

体会到了老师们对学生们的爱心、

耐心和责任心。想要知道冰雪是什

么，就让孩子亲自去摸摸冰、玩玩

雪。这是北京延庆第三幼儿园

刘老师的做法。刘老师说，让孩子

们在雪地上走走，让孩子们去体验

去感受，孩子们就知道冰雪是什么

了。对待刚从家庭教育转入幼儿园

学龄前教育还不适应的孩子，刘老师

会心平气和地同家长沟通，分析孩

子的问题，为家长解除焦虑，不厌其

烦。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学是寄宿制

学校，住校的孩子们大都是年纪很

小就远离父母，这些留守儿童缺少

父母的爱，缺少家庭教育的一环，而

陈志苹老师除了教这些孩子们知

识，更多的是给予孩子们母爱和温

暖，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温

暖着孩子们。”北京市海淀区翠微

小学一位六年级学生在她的《开学

第一课》观后感中，用稚嫩而又真诚

的笔写下了对老师的敬重。

增加阅读开阔视野

谢尚果说，阅读的深度决定了思

想的高度，通过阅读可增强社会创新

力量和道德力量，应鼓励学校通过增

加阅读《开学第一课》等系列德育教

育读本形式，开展朗诵作文的活动，

进一步提高学生德育教育认知水平。

记者了解到，由教育部、中央电

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打造的

《开学第一课》图书是以中央电视台

《开学第一课》节目内容为主体，拓

展丰富后推出的适用于义务教育阶

段3年级～9年级学生的德育课程

化读本。读本分别以“知识守护生

命”“爱”“梦想”“幸福”“美”“先辈的

旗帜”“中华文化”为主题设置，涵盖

了学校德育的各个方面，适合学校

作为德育和综合实践活动教材使

用。该书入选了2018年国家新闻

出版署公布的“向全国青少年推荐

百种优秀出版物”目录。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为《开学第

一课》德育读本作序时说，“不断

创新德育形式，深入挖掘德育资

源，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小学德育工

作的新篇章。”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

评价说：“本书承载了美好的记忆，沉

淀了丰厚的智慧，也凝聚了浓浓的情

感。青少年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丰

富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为成长

收获丰厚的精神材料。”

统编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是

《开学第一课》德育读本的图书顾

问。他认为这套读本既汇聚了《开

学第一课》电视节目10年的精华，更

加结合新课程标准，本着为孩子们

提供更多知识、加强图书文学性和

阅读感的原则，善于挖掘自身的文

学资源、作家资源、品种资源等优

势，以充足的诚意、严谨的态度，编

了一套内容丰富、容量巨大、设计精

美的图书，为孩子们的品德教育提

供了一本时尚、可以经常翻阅的图

书，让“第一课”变成孩子、家长、学

校和社会都需要的“每日课”。同

时，也为孩子们的课外阅读提供了

一本新的“导引图”，引导他们主动

阅读更多的文学经典佳作。

一些专家认为，将《开学第一

课》作为学校的德育读本推荐给学

生阅读，探索对青少年进行德育教

育的新途径、新方法，无疑会对全国

的中小学校、家庭、社会的德育意

识，深入挖掘德育资源，丰富德育内

容，创新德育形式，提高德育效果，

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事业

育人为本，育人之本在于立德。

谢尚果说，帮助中小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目标，培养好思想、好品行、

好习惯，为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理应是教育工作长期追求的

根本目标。

□ 韩亚栋

在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

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

最近3年，每年入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增量

都在一亿左右，今年春节假期期间博物馆

人气爆棚，7天假期4.15亿旅游人次，其中

有40%以上走进了博物馆。还有记者在两

会首场“委员通道”采访时提到，故宫举办

的“紫禁城里过大年”活动非常火爆，一票

难求……这些都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也让人们为传统文

化焕发新姿而感到振奋。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

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在当下，

如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试想，如果传统文化失去了与时代的连接、

缺少了与现代人的情感沟通和心灵默契，

“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那和

一堆零散的符号、呆板的素材又有什么区

别？只有从“沉睡”中再出发，从“馆舍天

地”走向“大千世界”，才能涵养出更具时代

特色的、富有创新力的文化自信。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通过越来越

多样的形式融通古今，让优秀传统文化

“活”起来、“火”起来。比如，北京故宫博

物院，经过多轮富有创造力的探索改造，

在许多人眼中，它已不再只是那个坐落在

北京城中轴线上 72 万平方米的皇家庭

院。不少网友感叹道：“没想到你是这样

的故宫！”令人们惊叹和感慨的还有纪录

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技艺精湛自得其

乐的大国工匠等。不止如此，在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的现今，说起我们与诗歌书信最

近的一次重逢，自然会想到《中国诗词大

会》《见字如面》《经典咏流传》等一档档文

化节目。正是在一次次创造性转化和发

展中，传统文化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

如沐春风的亲切感、新鲜感和满足感，也

让传统文化自身更加具有“时代感”。

有人说，故宫等传统文化符号的炼成

并非偶然，是因为它很好地契合了中国人

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之情，

激发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民族自信和文化

认同。事实上，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

代史，我们的发展有过高峰也有过低潮，前

进的道路有过平坦也有过坎坷，但我们血

脉中的文化基因始终未曾改变，也始终没

有忘却过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与时代同步

伐、以人民为中心，才能让中华文化展现

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此次全国两

会上，有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要让博

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博物馆与信息技

术融合是必由之路。”诚然，信息化为传统

文化的传播普及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但同

时也必须看到，要想让更多的群众接触并

积极参与其中，仅仅依靠信息技术的力量

还是不够的。事实证明，一些文化创意类

产品之所以受到广泛认可，追根溯源就在

于，它们真正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立起了

密切的联系，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正所谓，“以古人之规矩，开自

己之生面”，只有更贴近现实、更贴近群

众，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走进人们心

中；也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以文

化人的作用，成为我们继续向前发展的动

力源泉。

□ 李 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对来自贵

州的3位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的代表来说，既深受鼓舞，又坚定了

传承民族文化的信心。

“对于非遗文化，用是最好的传

承，用是最大的发展。”全国人大代

表、贵州松桃苗绣第七代传承人

石丽平说。

石丽平表示，为“活化”非遗文

化，她们公司近年来开发的花鼓、

鸽子花、百苗图、民间故事刺绣六

大系列220个品种苗绣产品，畅销

北京、上海等地，出口美国、日本、

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 67个国

家，一年产值 3000 多万元，带动

3800人就业，看得见的效益、用得

着的非遗，让村民保护传承苗绣的

积极性大增。

6岁就跟着母亲学苗绣的全国

人大代表、苗族传统刺绣传承人

韦祖英说，前些年，苗绣商品化程

度低，年轻人在家刺绣赚不到钱，

纷纷出去打工，苗绣一度处于无人

绣、无人穿、平时压箱底的状况。

近年来，她成立刺绣合作社，带动

村民一起发展，并不断开发新的苗

绣产品，200多名绣娘将“指尖技

艺”变成“指尖经济”，非遗文化重

现生机与活力。

善用马尾制作绣品的全国人

大代表、水族马尾绣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宋水仙说，近年来，

她带着马尾绣产品参加了广东、上

海、杭州等地举办的非遗博览会，拓

宽了马尾绣的销路；同时，公司每年

培训绣娘500人次，并积极与中央

民族大学、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合作，让马尾绣走进高校课堂，

让水族马尾绣薪火相传。

“今年，我将继续创新产品，通

过电商、展演等方式，推广马尾绣，

让‘活化’的非遗文化带动贫困户脱

贫增收，增强群众保护传承马尾绣

的内生动力。”宋水仙说。

三位代表表示，她们将讲好

非遗故事，开发更多高质量的非

遗产品，在融入现代生活中实现非

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她们

希望国家在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

学校开设非遗技艺课程，在“一带

一路”国家建立非遗驿站，让中国

非遗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全国人大代表米雪梅全国人大代表米雪梅
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子女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米雪梅在广东省中

山市工作。她从老家甘肃来到中山，打

拼了20多年，曾做过保安、车间统计员、

厂长助理、品质主管、客服部经理，现在

担任一家企业的客服部总监。作为全

国人大代表，米雪梅提出了关于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她希望加

大对教育的投入，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在城市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图为今年全国两会前，米雪梅（左）

在中山市沙溪镇虎逊小学调研时与小

学生交流。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