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驿站

“从小立大志，瑞莲吐新荷。 徐

州抗洪涛，西湖荡清波。 一心为百姓

呀，何惧困难多”……

走进四川省眉山市苏洵小学的

多功能教室，正是课前一分钟。 三年

级（

9

）班的学生们正在唱儿歌，还不

时加入动作，双臂举在胸前，化身手

捧“书卷”的小诗人。

一旁，两个“生面孔”正依次分发

印有传统纹饰的书签，引来孩子们好

奇的眼神。 这时，铃声响起，班主任走

到讲台前：“今天，我们邀请四川大学

锦江学院的两位老师来上课。 ”

简单的开场白后， 思政课教师

周巍提问：“同学们，先来猜个谜语，

打一个人名，看谁猜得又快又 准。 ”

一说猜谜，班上立马活跃起来。

“眉山人”“唐宋八大家”“明月几

时有，把酒 问 青 天 ” …… 听 到 一 条

条 线 索 ， 谜 底 就在嘴边，孩子们纷

纷举手抢答，“苏轼”“东坡居士”“苏

子瞻”。

“很棒。 我们这位‘老乡’确实太

有名气。 ”周巍说，在眉山，三苏祠、

东坡城市湿地公园等地方都与苏轼

有关。“如果没有苏轼，生活会有什

么不同？ ”

一个假设，让学生陷入思考。 前

后排

4

人成组，大家展开了讨论———

“中华文学宝库可能就少了像

《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样的千古

名篇。 ”

“没有他，西子湖畔就没有造福

百姓的苏堤。 ”

“也许就没机会看到东坡提梁

壶，设计多么精美。 ”

……

旁听的几名教师也纷纷加入，鼓

励学生：“想法很有创意！ ”“一个有

趣的回答。 ”

其间，周巍把提前准备的资料图

片陆续贴在黑板上， 形成板书思维导

图。 大家边看边议，讨论更加热烈。

随着讨论声渐弱， 周巍继续讲

解。“我们今天学习和了解‘三苏’的

故事， 也是在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化。 从‘三苏’的故事中，我们能感

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坚

定文化自信。 ”话音落下，周巍又留

了一道思考题：如果与“三苏”相遇，

你们会说些什么？

不知不觉，课堂时间过去一半。

接下来，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思政课

教师杨扬开启了以“‘三苏’家风润

童心”为主题的讲授。

读书正业、 孝慈仁爱、 为政清

廉，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 摆出“家

风树 ”道具 ，播放动画片《少年苏东

坡传奇》，多种教学手段调动着孩子

们的注意力。

最后， 杨扬拿起课前发的书签

布置作业 ，“请写下自己的家风故

事，与同学们分享。 ”话音刚落，下课

铃响，大家仍意犹未尽。

当学生们走出教室，一场“趁热

打铁”的评课活动随即开始。

“平时讲‘三苏’忧国爱民，学生

的认识还不到位。 怎么把重要概念

具体化， 讲活道理？ 这堂课做了探

索。 ”苏洵小学一名思政课教师说。

“五年级‘道德与法治 ’教材专设

弘扬优秀家风章节，‘三苏’ 家风的故

事能巧妙融入其中。 ”眉山市教体局德

育专干补充。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思政课教师提

醒，“更重要的是， 引导孩子们将学习

‘三苏’文化获得的知识和感悟用到生

活中……”

“三苏”文化，如何融入思政课教

学环节？ 眉山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

体化研究中心怎样提高共建共享成

效？ 教师们讨论热烈———

发挥高校教师理论水平优势 ，选

派经验丰富的教师走进中小学， 开展

培训研修；

依托“东坡文化讲师团 ”，开展流

动课堂，形成符合不同学段特点、可复

制推广的“金课”；

用好“东坡诗词操”“东坡小书童”

等品牌活动，让青少年从小听“三苏”、

学会讲“三苏”。

……

一堂课，现讲现评，收获满满。

校园中，随处可见“三苏”诗词文

赋，传递出学校的育人理念；图书角，

《苏洵小故事》《我爱苏东坡》等校本读

物陈列其中；走廊上，家风家训主题的

美术作品连成“书画大道”……

一名学生在课堂分享感悟：“我参

加了‘苏娃讲苏府’志愿者队，在三苏

祠醉翁亭记石碑前讲解时， 感觉就像

在与苏东坡对话。 ”

“一门父子三词客 ”，这是自古颂

扬的文化传奇。 在东坡故里，千年文脉

仍旧滋养着校园育人沃土。 （黄超）

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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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史料丛书出版

近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国工人出版社主办的“全面深化改革与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史料丛

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办。

中国改革开放史料丛书共

20

卷

1500

万字。 重点收录改革开放的历史文献，深度

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忠实记录改革

开放

40

多年的历史进程。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

成员魏地春在致辞中表示， 这套丛书对于

深刻理解和回答中国改革开放因何出发、

如何行进、走向何处的时代之问，具有特殊

的意义， 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宝贵成

果，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更具有很强的

理论启示和实践借鉴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史料丛书编委会主任魏

礼群在致辞中表示， 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

和社会价值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永远铭记

改革开放历史， 二是研究把握改革开放规

律，三是助力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出版座谈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主

持学术交流，与会专家围绕“全面深化改革

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发展基本经济制

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自觉将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等主题交

流发言。 （严瑜）

青少年暑期阅读书目

有了新推荐

近日， 由中国老教授协会学校文化研

究委员会青少年读物专家组审订并推荐的

《

2024

年学前及中小学生暑期分年级阅读

推荐书目》在京发布。

这份书目由浙江省特级教师张祖庆领

衔，联合百余位一线语文名师、教育专家共

同研发， 北京语言大学读写研究中心提供

学术支持，覆盖

3

至

15

岁学前到初中全年

龄段。 据张祖庆称，这份书目的主要特点是

由深耕儿童教育领域的人士共同选书，并

由专业老师分龄把关， 更注重孩子的阅读

兴趣培养和深度阅读能力的提高。

这份书目秉承“儿童立场，成人视野”，

根据不同学龄阶段儿童的成长特点和学习

规律进行筛选， 基本解决儿童阅读兴趣和

成长问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2024

年暑

期书目选书环节，成人视野进一步拓宽，除

“教师视野”外，还融入了“父母视野”“教育

管理者视野”“文化视野”。

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 同时也是该研

发团队学前选书领衔人之一瞿亚红表示

:

“除了教师外， 最关心孩子阅读的就是家

长， 现在的家长们了解和认可阅读对于孩

子的重要意义，却总被‘选什么’的难题裹

挟。 ”为了让儿童对当下的社会、对自己的

国家，以及更广阔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

研发团队一方面增加了书目题材的宽度，

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加大原创书目比例。 此

次暑期书目原创作品就达到了

63.2%

的大

比例，主题阅读、传统文化等题材的作品仍

是主旋律。

此外， 这次暑期书目中一如既往地引

进了不少各国优秀作家的作品， 比如来自

赞比亚作家的《大象女孩》，从环保的角度

讲述

12

岁女孩保护大象的故事，以此激励

读者们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另一本美国作

家

M

·埃文·沃肯斯坦所著的 《不完美的

你》，展现了不同文化的孩子面对同样的成

长困惑时相似的感受， 给我们带来怎样不

同的启示。 （白瑞）

眉山市邀请大学教师走进小学课堂，共上思政课

东坡故里话“三苏”

去国博，品建盏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的“紫玉瓯心———中国

建窑建盏文化展”近日在国博开幕。

展览精选

135

件古代文物和

298

件

当代建窑工艺品 ，通过“古韵悠长 ”

“啜英咀华”“星河流转”“匠心独运”

“薪火相传”

5

个单元，系统全面地展

示建窑建盏的发展历史、 文化内涵

和工艺创造。

建窑位于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

区，以生产黑釉瓷器著称。 建窑创烧

于晚唐五代时期，兴盛于两宋，产品

以碗类居多， 文献称之为“瓯 ”或

“盏”，统称为“建盏”。 两宋时期，斗

茶之风盛行，建盏造型简约，其黑色

釉面最适宜衬托茶沫的白色， 故被

认为是最佳的斗茶用具，备受追捧。

周边地区窑场纷纷仿烧建盏，形成

庞大的窑业集群。 建盏还广销海

外，促进了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发

展和传播，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国博策展人顾志洋说，建盏被

称为“土与火高难度结合的艺术

品”， 窑工在烧制建盏的过程中，

烧到一定温度就要开始降温，让釉

液在自然状态下流淌，形成釉面上

的独特斑纹， 如兔毫釉、 油滴釉、

鹧鸪斑、曜变等珍稀品种。 兔毫釉

似兔毛纤细柔长，油滴釉如繁星点

点闪烁，鹧鸪斑似鹧鸪鸟纹，曜变

如日月星河璀璨夺目。 据

16

世纪

出版的日本文献记载：“曜变斑建

盏 ，乃无上神品 ，值万匹绢；油滴

斑建盏，是第二重宝，值五千匹绢；兔

毫盏，值三千匹绢。 ”

千年窑火，匠心不辍。 当代建盏传

承人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不断探

索，推陈出新，创造出种类繁多的釉面

和器型， 极大地丰富了建窑建盏的艺

术风格和文化内涵， 让千年瓷窑焕发

新彩。 此次展览中，通过古今艺术品的

对照， 观众可以深入感受建窑建盏的

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邹雅婷）

暑假期间，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博

昌街道在各个社区设置具有公益性质

的“滨滨学堂”，邀请吕剧、剪纸、草柳编

等当地民间艺人走进学堂，免费指导假

期中的社区儿童学习各种传统文化。

图为

7

月

4

日，在滨州市博兴县博

昌街道阳光社区“滨滨学堂”，社区儿童

正在当地吕剧民间艺人指导下学唱吕

剧，感受家乡戏的浓厚魅力。

陈彬 摄

浓浓戏韵伴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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