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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设计创意多
“我设计的是宋代女性发型

系列杯垫，它的灵感来源于《清
明上河图》中各种各样女性角色
头上的发髻，我觉得特别漂亮，
就把它们画在了杯垫上。”四（4）
班学生谢亦翎说，《清明上河图》
中描绘了多位女性人物，她们的
装扮展现了北宋的流行审美，非
常具有特色，所以就设计了杯
垫，“杯垫上还写下了每一个发
髻的名称，让使用者在喝茶的同
时也能了解到宋代的流行审
美。”

欧予涵同学设计的宋韵四
雅冰箱贴，将焚香、点茶、挂画、
插花这四雅与冰箱贴融合起来，
让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创作品上
鲜活呈现。“灵感源自宋代文人

雅士极富韵味的生活美学，基于
宋代文人崇尚自然的理念，我设
计成了木头材质，自然质朴。”

“以往我们都是以观看的方
式来欣赏《清明上河图》，如果把
它设计成魔方，通过指尖的旋转
更细致地观察名画、与名画互
动，是不是更酷呢？”秉承这一想
法，王泰然同学设计了一款《清
明上河图》魔方，在魔方的六个
面中，除了有壮美虹桥、热闹街
市、繁忙汴河等内容，他还设计
了一幅崭新画卷，“我用AI把画
中的古代元素作为近景，以上海
的高楼大厦作为远景，打造了一
幅水乡新画卷。”

当好传统文化的小传承人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教

学管理中心副主任、语文教师贺

春秋介绍说，“中国人过中国节”
是学校的一项特色活动，每年一
个主题，“今年正好是‘中国人过
中国节’20周年的活动，学校的
跨学科团队就推出了走进《清明
上河图》系列活动，让学生们从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入
手，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比
如，四年级是“走进《清明上河
图》·我是文创小设计师”，五年
级是“走进《清明上河图》·我在
北宋摆小摊。”

以“我是文创小设计师”为
例，同学们要在美术课上从《清
明上河图》画作及时代背景中提
取相关元素设计文创作品，在劳
动课上动手制作，并在语文课堂
中学习撰写设计表，整个过程中
要综合运用美术、语文、劳动等
多学科的知识技能。而“我在北

宋摆小摊”则以数学学科为主，
同学们要选定摆摊卖货的品
种，了解宋代的货币、摆摊位置
等知识。在不同学科知识和方
法的融通互补中，学生能体会
到真实问题的复杂性，要面对
完成过程中诸多生成性问题，
需学会平衡目标和实际，进行
取舍或调整。

黄浦区区长徐惠丽参加了
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开学第一课，
并参观了同学们设计的文创产
品，她希望同学们当好传统文化
的小传承人，也做好数字时代的
小创客，“希望同学们能够将这
些美好的经历作为你们成长道
路上宝贵的财富和动力，积极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
璀璨的光芒。”

走进博物馆
亲身体验到课本上的知识

“这里的视频中，我们看到的
是上海陆地形成过程，两侧的展
柜中展示的是贝壳以及鲸鱼的脊
椎骨，它们都是在上海西部地区
出土的，这也意味着当时上海的
西部地区还在茫茫大海中……”
在这堂《穿越时空 走进古代上
海》的现场教学活动中，夏宇涵
细心地为小伙伴们做着讲解，与
上历博的社教老师配合默契。
他结合校内历史课对古代中国
的学习，聚焦“古代上海”展厅中
的文物、史料，与上课的同学们
进行近距离接触与对话，解答了
小伙伴们很多问题，充分展现了
用中学、学中用的理念。上历博
的社教老师也根据学生们的生
成性表现，适时补充和答疑解
惑，彰显了场馆教学的特色。

“今年我参加了博物馆课
程，学习了很多有关博物馆和上
海历史的知识。”夏宇涵告诉记
者，在为观众讲解的同时，自己
不但收获了历史知识，也学习了
更多的讲解技巧。

记者了解到，上历博通过
“博物致知——原来这就是博物
馆！”系列馆校课程入校的方式，
为复兴实验中学带去了12次博
物馆学相关课程，内容包括了展
览设计、文物保护、文创设计、策
展故事、文物修复等，帮助学生
深入了解博物馆的专业功能与
学习教育价值，并在寒假期间提
供了小讲解员岗位实践。

“每年我们都有七、八年级
选修了博物馆课程的同学来历
史博物馆进行实地讲解，先后有
54名学生加入了小小讲解员团
队。”复兴实验中学校长陈辞说，

通过上历博的优质资源源源不
断地引入校园，极大丰富了学生
学习生活的体验，“（学生）学习
的方式和学习的生动性有了很
大的改变。”她坦言，以往学习历
史知识或进行红色教育时，都是
在学校有限的范围内，资源也非
常有限，很多时候都局限于书本
上的内容，“但他们走出校园，走
进博物馆、走进更广阔的空间，
能亲身体验到课本上学到的知
识是怎么样，感悟就非常不一样
了。”在陈辞看来，接受讲解任务
过程中，小讲解员们要对展览有
了解，要有团队合作意识，还要
把自己的理解转化为自己的表
达，“这个过程对他们能力的锻

炼是非常大的，要求也非常高，
相应的成长也就非常快。”

在上历博四楼的“近代上
海”展厅，继光高级中学的同学
们在历史老师和上历博老师的

“双师”带领下，开展了一场《破
晓之光：麦伦教师刘晓和他身边
的革命志士》现场教学。老师们
以刘晓和他身边的革命志士为
切入点，勾连麦伦中学校史、虹
口“文化三地”底蕴与上海城市
史，引导学生理解上海这座“光
荣之城”的由来与发展，思考红
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赓续红色
基因，铭记责任担当。继光高级
中学教师陆文静表示，双师教学
既发挥了校内老师熟悉学情的

特点，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现场
资源和老师的专业优势，“强化
了学生的思维链接，也深化了对
历史知识的理解与融合。”

用兴趣引导孩子
打造生动鲜活的历史课堂

“每个学期的开学都是一次
非常宝贵的教育机会，所以每年
的两个学期的开学我们都是精
心设计，各个学校共同来策划，
如何利用这样一个契机让孩子
们尽快进入学习状态，同时又能
用兴趣来引导他们。”虹口区教
育局局长孙磊说，这次在上海历
史博物馆开展“开学第一课”，一
方面是让学生在场景化学习中

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信仰之基，
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上海，建立更
深厚的故乡情结；另一方面也是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让教研体系
建设、让各种资源得以发挥，活
动同时向市区中小学进行线上
直播，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广泛共
享。

活动现场，虹口发布了《虹
口区关于全面推进家校社协同
育人“教联体”工作实施方案》，
同时通过AI人工智能小虹发布
了“行走课堂探新知 场馆课程
育新人”《虹口区中小学场馆课
程建设指南》《上海市时空智联
低轨卫星应用创意活动》，并揭
牌“中小学馆校课程创新研究共
建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虹口区依托
区域“文化三地”优势，在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率先发布区域“教联
体”实施方案，这是虹口自2023
年以来先后与中华艺术宫（上海
美术馆）、上海市科技馆、上海图
书馆等市级各方优质社会资源
建立合作后，又将博物馆等文化
场馆纳入教育体系，打造生动鲜
活的历史课堂，形成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文化引
领大思政课”新格局。

此外，场馆课程则通过积极
引入整合市区优质资源，深入开
展合作共建，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上云端”等多种方式，形
成了具有虹口特色的区域场馆
课程内涵，开创了以儿童为中心
实现人人融入、以学科内在联系
为轴实现课程融合、以家-校-
馆为同心圆实现协同育人等路
径，并辅以有效的反馈与评价机
制、教师的相关评估与专业发展
培训作为保障的区域场馆课程
指南。

在博物馆上开学首课是什么体验？
发挥场馆现场资源和老师的专业优势，让历史课“活”起来

“小哥哥，你能告诉我们上海人是从哪里来？古代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没问题，跟我来！”2月17日上午，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古代上海”展厅，上海市复兴实验

中学七年级学生夏宇涵作为“小小讲解员”给来自本学校和虹口区外国语第一小学的小伙伴们讲
起了古代上海的历史。当天，虹口区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启了一堂别样的“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博物馆内“实地”上
课，在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传承与发展海派文化。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宋代女性发型系列杯垫、宋韵四雅冰箱贴、清明上河图魔方……

小学生变身文创小设计师

所有设计灵感都来自北宋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制

作过程中综合运用了美术、语

文、劳动等学科的知识技能，品

类涵盖文具、生活用品、玩具

……2 月 17 日上午，在黄浦区

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开学第一课

上，集中展示了学校“中国人过

中国节”主题活动的成果，小学

生们变身为文创小设计师，介

绍自己的设计思路。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清明上河图》魔方。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夏宇涵细心地为小伙伴们做着讲解。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