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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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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和科技的奇妙碰撞
——锦江区青少年博物馆探秘记

■ 本报记者 马晓冰（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看着杨升庵笔下的名句，12岁的小林不由自主地唱出了声。

“这位同学一定没少看《三国演义》电视剧，这首词被改编成了该剧的片头曲。”四川人民出版社研学课程专家、成都市锦江区“友邻教师”符卫听到

稚嫩童声哼唱出经典歌曲，趁机向孩子们科普。

这是2025年锦江区青少年“行走课堂之博物馆探秘”活动走进新都杨升庵博物馆的场景。而符卫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该系列活动的研学导师。

为培养一大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心灵健康”的青少年，近年来，成都市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打破课堂、学科、场所的限制，不断扩宽青少年成长空间，创

新教育形式，整合社会资源，逐渐使“行走的课堂”成为助力青少年多元成长的开放平台。

今年锦江区青少年社区研学活动以“博物馆研学”为载体，着重凸显“人文+科技”双线并行的设计思路。孩子们去了哪些好玩儿的地方，有什么收获？一起

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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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青少年在新都杨升庵博物馆开展采访活动。

那年9月开学，我怀揣着紧张与期待走进

了新接手的三年级7班的教室。站在讲台上环

视一周，墙角那个蜷缩的身影，瞬间抓住了我

的目光。她是转学来的插班生晓晓（化名），始

终低垂着头，书包松垮地挂在椅背上。

这便是我与她的初次相遇，再后来，我发

现晓晓总是独来独往：课间操慢吞吞地掉在队

伍最末端，午餐时捧着书本缩在角落，体育课

躲在操场边的树荫下……我尝试与她交流，她

却像受惊的小鹿般躲闪。通过家访，我了解到，

她在父母离异后便跟着开早餐店的母亲生活，

凌晨4点就要起床帮忙，直到7点才独自赶公

交车来上学。

那天，我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发现晓晓的

作文本上仅写了一行字：“今日，我依旧感觉孤

单。”简短几个字如利刃般刺痛我的心。我意识

到，简单的关心与鼓励对她远远不够，必须用

温暖的爱意慢慢

融化她心中的坚冰。

次日课间，我注意到晓晓正在画画，便走

到她身边轻语：“晓晓，老师发现你画简笔画特

别厉害，能否教我两招？”她惊讶地抬头，眼中

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低下头。我没有放弃，每

天课间都找她聊几句，分享有趣的小故事，或

是询问早餐店的趣闻。渐渐地，她开始愿意与

我对视，偶尔还会露出腼腆的微笑。

学习《秋天的雨》时，我让同学们用比喻句描

绘秋天。晓晓举起了手，我欣喜地让她来回答。晓

晓站起身，声音细若蚊蚋：“秋天的雨，像妈妈熬

的小米粥，暖乎乎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我带

头鼓掌：“这比喻真美！是我听过的最温暖的句

子。”那一刻，我看见她的泪水在眼角打转。

然而就在晓晓逐渐敞开心扉时，意外发生

了。一次单元测试，她因粗心大意成绩不佳。

我在课堂上随口

一句“要更细心些”，让她好不容易建立的自信

瞬间崩塌，她又变回沉默寡言的模样，拒绝与

任何人交流。

这件事让我深刻反思自己，我太急于看到

成果，却忽略了孩子敏感的内心。每个孩子都

有独特的成长节奏，我需要用更多耐心与智慧

来引导他们。

于是，我决定转变策略，在班级设立“进步

小标兵”，学生只要有进步，无论是学习还是生

活方面，都能获得表扬。对晓晓的每一点进步，

哪怕只是按时交作业，我都会在班上表扬她。

渐渐地，她开始主动参与课堂讨论，与同学的

互动也多了起来。

最令我动容的是那次运动会。晓晓报名参

加了女子 400 米跑比赛，比赛当天细雨飘飞，

她起跑时不慎摔倒。我以为她会因为磕破膝盖

而放弃比赛。没想到她爬起来，一边用擦破皮

的小手轻抹眼角的泪水，一边咬着牙继续奔

跑。全班同学都在为她欢呼加油，尽管她最后

一个冲过终点，却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班里最活泼的同学率先张开双臂拥抱她，接着

大家都簇拥上来。

那次比赛后，晓晓彻底改变。她变得开朗

自信，成为班级里的活跃分子，还主动担任图

书管理员，把图书角整理得井井有条。期末班

会上，她这样发言：“感谢老师和同学，让我知

道自己也可以很优秀。”听着这话，我的眼眶不

自觉地湿润了。

晓晓的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不

是雕刻而是唤醒，不是灌输而是点燃。每个孩

子都是一枚独特的种子，有的早早绽放，有的

需要更多时间与耐心守护。作为教师，我

们要做的就是给予

阳光、雨露，等待他们发芽。同时，晓晓的故事

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不仅

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赋予

他们勇气与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不断

反思、调整教育方法，用智慧与爱照亮孩子前

行的路。

每当我走过教室角落，记忆总会被轻轻

牵动——那里曾蜷缩着一个小小身影，像一

枚不敢舒展的蓓蕾，在时光的褶皱里安静蛰

伏，但小蓓蕾是如此倔强挺立，终于在某一

天绽放。我作为老师，何其有幸，在陪伴她破

茧成长的旅程里，亲手捧住了生命蝶变的光

芒。教育的真谛原来如此纯粹，一颗心对另一

颗心温柔托举，终将听见花开的声音。教育之

路漫长且艰辛，但每当看见孩子眼中闪烁的光

芒，听见他们充满自信的笑声，我都深切体会

到所有付出皆有价值。

捧住生命捧住生命蝶变的蝶变的 光光 芒芒
■ 黄嘉怡

触摸历史文脉 丰润精神世界
学校、家庭、社区是儿童学习和发展的三

大影响域，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下，为青少

年提供多元丰富的实践教育已经成为社区教

育越来越重要的职能担当。成都市锦江区社区

教育学院以行走的“小课堂”撬动素质教育的

“大课堂”，从今年3月起，已经陆续组织了多

场博物馆系列研学活动。5月25日，锦江学子

来到了新都杨升庵博物馆——

“杨慎（号升庵）的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

东逝水》堪称传世佳作，你们想知道它的创作背

景吗？”在新都杨升庵博物馆，符卫卖了个关子。

“老师，快给我们讲讲！”孩子们已经迫不

及待地要听故事。

符卫笑了，继续讲解道：“这首词创作于

杨慎谪戍云南的途中，他望着奔腾而去的江

水，感慨无论是英雄还是普通人，在历史的长

河中都不过像翻飞的浪花般转瞬即逝。而他

似乎已看透世事变迁，不再对是非成败抱有

执念，而是给出了自己的旷达态度：酒逢知

己，且谈且笑。”

“以前只是看电视剧时听到这首歌，却并

没有去品味歌词表达的深意，今天来到了杨升

庵故居，又听了符老师的讲解，我对这首词表

达的意思有了新的理解。”学生小林说。

伴随着一来一回的交流，孩子们在这里的

参访变得越加生动。他们抬头望着挹锦门的升

庵像，听符卫讲解这位明代才子的生平经历、

文学成就，跟着老师的脚步漫步在桂湖、湖心

楼、桂湖紫藤廊之间，了解杨升庵在此植桂、著

书的轶事。行至升庵祠，一件件承载着丰富历

史文化信息的著作手稿、文物展品向参访者展

示着杨升庵的一生，大家不由得对他的才学与

品德肃然起敬。

“邀请文化学者、友邻教师讲解历史名人

的诗词、生平，在潜移默化中唤起孩子们的家

国情怀与文化传承使命感。”成都市锦江区社

区教育学院推进办副主任牟晓舟介绍，此次系

列研学活动在点位的选择上更加注重“人文”

元素的落地，更聚焦本土特色资源的深度挖

掘，以家乡名人、在地文化的亲近感滋养青少

年的人文精神。

以“报史流芳，蜀韵传薪”为主题，孩子们

还走进了四川报业博物馆，通过实地参观、互

动体验，深入了解报纸的发展历史，感受新闻

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并在博物馆讲解老师的带

领下，了解传统报业与现代科技的融合经历。

“在‘老报纸长廊’，我看到了从清末到现

代的各类报纸，读着来自不同年代的文字，我

感觉这些泛黄的报纸不仅传递着信息、记录了

故事，它们也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书写了报业

发展的历程。”今年14岁的陈同学对新闻行业

有着深深的向往，“新闻在我心中不仅是一个

职业方向，更是一份社会责任。在报业博物馆

的见闻更坚定了我的理想——做时代的记录

者和传播者。”陈同学说。

解锁科技原理 启蒙创新意识
研学活动的“人文线”重在以历史教育涵

养孩子们的家国情怀、滋养人文精神，那“科技

线”又是何种热闹场景呢？

牟晓舟介绍，今年上半年，哈工大机器人

集团（成都）科普基地、立巢航空博物馆及成

都科幻馆的研学路线“含科量”满满，让青少

年在活动中与前沿科技成果“零距离”接触，

帮助他们拓宽科学认知边界，激发探索欲望

与创新精神。

“我特别喜欢看科幻小说，我总觉得在

未来的某一天，书里描写的世界会真的成为

现实。”阿霖为了能够参与成都科幻馆的这

场研学活动，专门叮嘱妈妈设闹钟帮自己

“抢”名额。

“活动特别火爆，孩子的参与热情也很

高。”阿霖的妈妈分享，为了让研学之旅更符合

阿霖的个性化兴趣，他们不仅做足了知识“预

习”，还提前设定了一些“打卡小目标”。研学过

程中，阿霖会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上，特别关注

展区中的个别装置设置、技术原理，回家后作

为“小老师”复述给妈妈。“我们交流、探讨的过

程，也是帮助阿霖主动复盘、加深记忆的过程，

我特别愿意听他讲述趣事、分享收获。”阿霖的

妈妈说。

踏入成都科幻馆的

大门，一座高达10米的

巨型雕塑在厅内“迎接”

访客，有的孩子认出了

雕塑的“真容”——科幻

电影《流浪地球 2》中的

机器狗“笨笨”，这一发现

让大家仿佛置身于电影中

的未来世界。在讲解老师

的引领下，孩子们依次参观

了“宇宙探索”“人工智能”“未

来城市”等展区。展区中的 VR

体验、全息投影、互动装置等，让

孩子们对前沿科技概念有了实感，亲身体验到

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无限可能。

为了让孩子们离科学技术更近一步，成

都科幻馆研学活动特别设置了“空气大炮”

“眼疾手快”“怒发冲冠”等互动体验科学小游

戏。通过上手操作，孩子们学到了气压、静电

等物理知识，明白了科学原理原来就藏在日

常生活中。

“孩子年龄较小，但他对机器人和飞行器

很感兴趣，家里有很多相关模型与玩具。”6岁

男孩布丁的妈妈分享道，“从孩子的兴趣出

发，我们报名参加了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成

都）科普基地与立巢航空博物馆的两场活动，

老师的讲解方式和活动的环节设置都对孩子

很有吸引力，让他沉浸在互动体验当中，并学

有所获。”

研学活动中，家长是协同共育的“情感纽

带”，牟晓舟指出，社区教育学院在统筹策划活

动时，同样注重家长力量的重要性，呼吁家长

以“陪伴参与者”身份加入研学活动，有效的陪

伴并不在于寸步不离的守护，而是在研学的前

中后期适当参与，通过家庭讨论、实践延伸，与

孩子协作学习、共同探索。

热闹却不喧哗，松弛却不散乱，在专业导

师、讲解员的带领下，这批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边走边学、边看边讨论，神采奕奕地释放着快

乐的多巴胺。他们摩拳擦掌体验科技项目，时

而追问“十万个为什么”，时而激动地讨论未来

世界的样子，“科学”“AI”等创意的种子就这样

在潜移默化中被埋在他们充满探索和求知欲

望的少年时代。

置身社会课堂 生发成长力量
区别于“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模式，“行

走的课堂”研学活动希望带给青少年更多元的

学习体验，鼓励他们在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动

手实践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体验，在丰富

见闻、增长知识之余实现更加丰富的综合素养

提升。

为促进青少年从“被动聆听”转向“主动探

索”，牟晓舟介绍，每场研学活动都设置有一定

的“实践小任务”，或是与他人组队，合作完成

飞机模型组装；或是强化体验，通过人机交互、

模拟飞行等装置实现“学在现场”；抑或是以简

单的任务驱动，促使孩子们锻炼信息收集与创

意表达的能力，在动脑、动手的实践过程中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想办法解决问题。

以新都杨升庵博物馆研学之旅为例，在学

习、了解杨升庵的生平与作品后，孩子们在老

师的引导下变成“小讲解员”和“小记者”，对现

场的群众展开科普与采访，他们前置学习的

“学习单”也“摇身一变”成为采访游客、路人的

“调查表”。孩子们邀请群众分享自己对于杨升

庵的了解。他们有的向孩子们分享杨升庵的家

风故事，有的立足家乡讲述杨升庵与新都的渊

源，还有的畅谈对杨升庵诗词的感受与见解。

对于那些对杨升庵不甚了解的群众，孩子们则

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刚刚学到的知识进行共享，

现场氛围格外热闹。

“设置这样的活动环节，是希望能够

培养孩子们专注倾听能力，提取、总结关

键信息的能力，以及沟通与表达的能

力。”符卫说道，“活学活用能激发

孩子的学习兴趣，讲出来的过程

也是主动消化所学的过程，而

听他人的分享能够有效地为

他们提供知识的补充。同

时，‘如何更好地开口提

问，才能让陌生人愿意回

答？’置身于具体情境，

孩子们人际交往的能

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得到了一定锻炼。”

“我觉得和博物馆

里的爷爷奶奶交谈特别

有意思，从他们口中，我

听到了更多与杨升庵有关

的故事，还有他们自己与这

个地方的渊源。本来我还有

一些紧张，慢慢地，心情也放

松了下来，虽然是和陌生人沟通、

交流，却也感到十分自在与开心。”

参与此次研学活动的“小讲解员”娜娜回忆道。

据了解，锦江区青少年暑期社区研学活动

已于 7 月 5 日开启首期“中国有川剧”主题研

学，由研学指导教师熊剑从唱腔、行当、身段、

唱词4个方面，带孩子们走进川剧艺术殿堂。

该暑期系列研学活动将引领孩子们感受戏剧、

诗歌、音乐中的成都本土文化之美。

谈及社区青少年教育的愿景，锦江区社

区教育学院院长滕丽说道：“社区青少年教育

的重要使命在于补充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

‘场景空白’，通过博物馆、科研基地等联通社

会机构，开放专属专业资源，设计定制化互动

项目，让社会资源成为共育的‘实践课堂’，由

家校社协同构建‘知识+情感+实践’三维共

育网，让健康、丰富、多元的种子，在孩子心中

生根发芽。”

研学青少年体验科学小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