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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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校双向奔赴，让历史课“活”起来

“小哥 哥，你能 告 诉 我 们

上海人是从哪里来的？”“没问

题，跟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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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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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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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中学，博物馆丰富学习体验

校内校外，“双师”教学深化学生理解

编者按：立德树人少年时，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来喻指

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迈好人生第一步。

“不仅教授学生以知识，更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知识学习与品行修养的有机

统一，培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

任的栋梁之才。”上海通过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和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提高协同育人水平，为孩子们创造

更加利于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本报将持续对这些优

秀案例和征文作品进行一系列报道。

★ 相关

记者获悉，新学期虹口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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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虹口区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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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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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文化三地”优势
虹口区打造鲜活历史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