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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2024年秋季义务教育教材迎来全面改版，
改版后的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的教

材，用了将近一页的篇幅介绍了大汶口文化和
龙山文化，其中以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墓葬和出
土文物为代表，介绍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出
现的显著变化。
  你可知道，距今 6000 多年的早期墓地
中，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看不出显著差别，
氏族成员之间地位平等，没有明显的贫富分
化。到了距今5000 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晚期，
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出现明显的差别。而到
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同一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
贫富分化。
  大汶口文化因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
名。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和淮河中
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制陶技术有较大发
展，人们能够制作较为精致的陶器。这一时期，
在同一墓地的墓葬中，有的随葬百余件成套的
器物，其中不乏精美的玉器，有的却一无所有。
  大约5000年前，在济南章丘的焦家遗址地
区生活着一个大型的新石器时代聚落。近年

来，山东组织考古力量在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
焦家遗址进行发掘，获得重大发现。根据国家
文物局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
果，焦家遗址被确认为中国黄河下游最早的史
前城址，其高等级墓葬的多重棺椁和精美随葬
玉石陶器，成为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
源头之一。以焦家遗址为中心的100 平方公里
内山东有 6 处遗址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在全国独有。
  龙山文化在教科书“相关史事”一栏以独
立段落进行了介绍。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
后继者，龙山文化发展了制陶技术，人们能够
制作更为精美的陶器。教科书用山东日照东海
峪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杯，也就是山东文物标
识实物原型，印证了龙山文化时期高超的制陶
技术。
  蛋壳黑陶高柄杯，时代为龙山文化早期，
高26厘米，口径9.4厘米，浅敞盘口，杯身直筒
圜底，器柄中空，内含陶球，并有镂空装饰，

圈足形器座，是已出土蛋壳黑陶高柄杯中最精
美的一件。
  蛋壳黑陶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造型美观，艺术价值极高。素有“黑如漆、亮
如镜、薄如壳、硬如瓷，击如磬，明如镜，掂
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之美誉，代表了
人类史前制陶技术最高水平。工艺复杂，制作
难度很大。每件蛋壳黑陶杯都是手工制成，其
制作经历选料、制坯、装饰、烧制、渗碳、打
磨等多道工序，制作流程还采用模块化生产。
功用特殊，具有礼器性质。蛋壳黑陶杯已脱离
实用范畴，成为在重大祭祀等礼仪活动中使用
的礼器。
  按照已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
成果，蛋壳黑陶高柄杯出现的龙山文化时期，
处于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它
的出现，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
发展进程具有重要价值。
  视频请扫描二维码观看

“陶”入教科书

焦家遗址出土陶器

  近日，#丫丫胖出仓鼠脸#这一话题登上微博热
搜，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在北京动物园放出的视
频中，大熊猫丫丫为大家表演了一个周五吃播，视频
中它边吃边玩，活泼好动，胖嘟嘟的仓鼠脸更是谁看
谁迷糊！网友们被它可爱的模样俘获，纷纷评论：“除
了这对炸毛耳真认不出丫丫了，这才是人家本来的
颜值吧！”“真是坐有坐相，吃有吃相，十八般武艺玩
得通畅！”“丫丫贴秋膘成功！”更有网友笑称：“以后
就叫胖丫吧！都胖若两熊啦！”

“新”“老”双向奔赴

美妙又美好

  近日，词条#河南博物院文创团队平均25岁#冲
上热搜，引发众人的关注和热议。眼下，各地博物馆
出圈文创不断，1 . 0 版基础文创已经无法满足游客
需求，因此河南博物院的文创团队铆足劲设计新文
创，把玉佩做成棒棒糖，用3D 打印复原镇馆之宝妇
好鸮尊，文创产品已达2000 多种。值得注意的是，这
个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5 岁。对此，不少网友
评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新诠释，也是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生动实践，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触和
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有网友表示：“在传承
中实现‘新’‘老’双向奔赴，文化创新这件事变得美
妙又美好！这个领域需要更多年轻人才！”

禾下乘凉梦代代相传

  近日，不少大学都迎来了开学季，有几个词条
也登上了微博热搜，吸引了网友们的关注：#袁隆
平孙女今年入读中国农业大学##袁隆平儿子也是
水稻专家##袁隆平一门三代都在搞农业#。据了
解，在8月30日中国农业大学2024 年新生开学典礼
上，校长孙其信透露，袁隆平先生的亲孙女也是今
年的新生之一。袁隆平先生的儿子系水稻专家袁定
阳，培育盐碱水稻20 万亩，一家三代都在为我国
的农业发展奋斗。对此，网友无比动容，在评论区
留言：“这是三代农业人的传承和守望！”“‘袁
梦计划’一定有功成圆满之时！”

这不是艾莎公主本人吗

  日前，#白化病女儿入学家长群的回复泪奔了#
这个词条登上热搜，其背后是一个暖心的故事———
安徽，白化病女孩入学前，孩子妈妈提前在家长群说
明孩子的情况：“她除了头发白、怕光，其他跟正常孩
子一样，但小朋友不熟悉她，希望大家能提前给孩子
说下咱班来了个小天使，同学们能更好地接受她，保
护她的心理”。其他家长纷纷暖心回应：“小女孩很漂
亮，非常可爱。”第一天放学后，女儿非常开心，和妈
妈说：“我交了很多新朋友，他们都夸我是公主和小
天使。”妈妈：感恩遇到这么多温暖的人。网友纷纷被
打动，在评论区大力点赞：“这才是善良温暖的社会，
现在很多孩子被教育得懂事善良，都是因为家长更
包容和善。”“看得心里暖暖的，孩子就是一张白纸，
我们给他涂上友爱、包容、善良的色彩，他就是友爱
包容善良的人。”“其实小女孩生得很漂亮，像月亮的
女儿。对了，这不是艾莎公主本人吗？”

残缺的玉就是王

  日前，#河南18岁用嘴高考男孩被一本录取#这
个词条登上微博热搜。9 月3日，河南驻马店，18岁男
孩汪强和家人一起到大学报到，2 岁时他被确诊先
天基因疾病，全身肌肉无力，导致肢体残疾无法正常
行动，甚至双手无法握笔，就这样他靠一张嘴和用铁
制成的延长笔，凭借惊人的毅力，以547 分的成绩被
河南工业大学经济学专业录取。“感谢我的妈妈，她
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我。”汪强说。这对母子感动了
网友：“孩子的毅力令人佩服，妈妈的付出令人感
动！”“太励志了，他们背后付出了多少，我们无法想
象！”“残缺的玉就是王，男孩是青年人的榜样，未来
可期！”

是快心畅神的大美风景，

是对俯身耕耘的最好礼赞

  稻谷千层浪，瓜果十里香。央视网#金秋丰收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的相关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微
博网友热议。#用丰收的颜色打开秋天#这一词条也
同步登上热搜。又到了秋收时节，田野里稻谷飘香，
稻穗在微风中泛起稻浪。果园中瓜果累累，十里飘
香，一派丰收景象。湖北孝感、宜城等地的水稻陆续
成熟，收割、脱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河
南安阳内黄县种植的秋月梨迎来采收期，一颗颗硕
大饱满的秋月梨挂满枝头。在云南，今年软籽石榴不
仅迎来丰收，有的地方还办起了“石榴王”的评比活
动。网友们的目光跟随视频，阅遍祖国各地的丰收图
景。大家纷纷留言，表达对劳动的赞美，对生活的热
爱。有网友写下充满诗意的词句：“金秋‘丰’景最好！
五谷丰登，硕果累累，是快心畅神的大美风景，是对
俯身耕耘的最好礼赞，演绎了中式美学特有的浪
漫。”

舍不得吃系列又更新了

  中秋佳节将至，全国各高校相继推出特色月
饼，从中国科大的“书型盒”月饼，北大印制标志
性景观的月饼，到人大直径 27 厘米的提浆大月
饼，北京中医药大学加入中药材的月饼……这些创
意十足的月饼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评论区里，
网友们一边欣赏，一边选出自己的最爱，并纷纷留
言：“舍不得吃系列又更新了”“这哪是月饼，分
明是精致的工艺品”“高校不仅拼学术，做月饼也
要卷颜值啊”“来来来，一起喊， 123 ，上链
接！”

         （□田可新 陈梦恬 整理）

丫丫的大脸ber～

  8月29日，“山东博物馆文化夜暨第二
季带着家乡‘文物’上大学”活动顺利落
下帷幕。学生们利用假期时间走进山东博
物馆，听专家讲解文物知识和文创设计思
路，以文物为灵感源泉，最终设计出10件
学生们心目中最具山东特色、传统文化与
现代元素相结合的文物衍生品。经过专家
团的评审，以双松图轴为蓝本设计的方巾
脱颖而出。山东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以这些文物衍生品为契机，引导“准
大学生”们加深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认
同，并在未来的求学之路上，将对家乡文
化的热爱与传承带入更广阔的天地。
  9月1日，一年一度的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特别节目《开学第一课》如期而至，在
中国文字博物馆和殷墟甲骨窖穴为千万学
子介绍古文字演化的历程，又介绍了查海
遗址石堆龙、仰韶遗址蚌塑龙、红山文化
蚌龙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将中华龙图腾的
演变发展娓娓道来。
  一些地方还把博物馆“搬进”了学
校。 9 月 2 日— 3 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 周年，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中流砥
柱——— 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进校园巡
展”系列活动走进北京市丰台第八中学和
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
  自然类博物馆同样活跃。9月2日，上
海自然博物馆携手上海教育出版社，在上
海市闵行区七宝镇明强小学和上海师范大
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举办“开学第一课”
活动。结合上海自然博物馆专家编写的
“小小博物家”丛书，专家与学校老师一
起，将博物学等科学内容引入学校，融入
课堂。
  开发博物馆研学精品线路、组织学生
到博物馆参观学习、利用博物馆资源空间
开展特色品牌活动、学校开设校内博物馆
系列课程、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专题教
育……在全国各地，博物馆进校园活动正
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博物馆是“立体的百科全书”。学校
教育的优势在于能够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教
育指导，但在教育资源方面有着非常显著
的限制；博物馆教育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
多样化的历史、文化、人文、艺术、科技
等教育资源，但是在专业性教育方面稍显
不足。发挥各自优势，起到互补作用，则
是二者融合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馆校合作在
欧美国家就已初露端倪。进入21世纪，美
国旧金山探索馆、史密森博物学院等知名
博物馆，开始尝试将博物馆资源融入学校
教育课程体系。如今，美国80% 的博物馆
开展覆盖小学到高中阶段的教育项目，博
物馆每年为学生提供数百万小时的服务
时间。
  在我国，早在1905年，张謇在筹建近代
第一个公共博物馆——— 南通博物苑时，就
特别提出博物馆辅助学校教育的功能。2001
年，教育部提出“学校应广泛利用校外的
社会资源，如图书馆、展览馆、科技馆、
博物馆等”。2020年，教育部与国家文物局
发布《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
育教学的意见》，提出通过对博物馆教育
资源的开发利用、拓展博物馆教育的方式
途径、建立馆校合作的长效机制、加强博
物馆教育的组织保障四个方面，推动博物
馆资源与学校教育体系的整合。在政策支
持下，博物馆进校园取得显著成效。

  博物馆进校园是门大学问。想要充分发
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显然不是进校园办几
次展览、开几场讲座那么简单，毕竟青少年
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对深奥的
知识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掌握的。博物馆进校
园的重点，应该是想方设法培养青少年对博
物馆的兴趣、对知识的认同，为他们打开一
扇人生之门。这种培养不是一次参观、一次
活动、一个项目就能达到的，而是要长期潜
移默化，一以贯之地坚持。
  博物馆藏品资源向学校教学资源转化的
水平，直接影响着博物馆进校园的效果。根
据教育目标和内容，对博物馆及学校资源进
行有机融合是必选项。例如，在学习历史课
时，博物馆可以针对教材内容推出一系列编
年史教育活动。学生可以先分组自行查阅资
料，然后选择感兴趣的文物，通过演绎文物
的前世今生，挖掘与文物有关的历史故事，
自主设计情景，表达所思感悟，从而在这一
学习过程中感受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在物理教学中，科技类博物馆可以通
过建设科技实验室、利用放大的物理模拟设
备等，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物理现象和
规律。
  建立专业的博物馆教育团队，则是提高
博物馆进校园质量的关键。博物馆需要建立
一个多元化的团队，该团队应由具备历史、
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知识背景的专业人
员组成，从而确保他们能发挥各自专业优
势。只有以促进学生学习为中心，根据博物
馆环境、藏品、展览等，综合利用解说导
览、专题讲座、互动游戏、角色扮演、动手
实践等方式，才能让博物馆进校园有趣有
效，这就需要团队人员既懂文博又懂教育。
想做到这点，各地教育、文物部门可以联合
开展师资培养培训，通过教师研习、双师课
堂、短期培训、联合教研等方式，使博物馆
教育人员了解学校教学内容，中小学教师了
解博物馆教育资源构成。
  与此同时，博物馆和学校之间还要建立
一个机制，确保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一方
面，博物馆可以将馆藏文物、资料、设施信
息共享给学校；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将课
程设置、学生需求等信息及时反馈给博物
馆，从而确保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运行一段
时间后，博物馆还可以征集学生和老师的建
议和意见，根据反馈，适时调整课程内容和
教学设计，以此提高活动针对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远郊地区的青少年而
言，平时参观博物馆的机会较少，他们很难
接触并享受到城区青少年所拥有的文博资源
和服务，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对博
物馆的渴望更加强烈。重点关注这部分群体
的需求，设计适合进校园、下基层的流动展
览和教育项目，经常性组织开展参与面广、
实践性强的活动，让城市娃和乡村娃享受同
等的文博资源，是博物馆进校园的应有
之义。

  □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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