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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是我们创作的《端午竞渡》，足

足花了一周时间！”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浏正

街小学四年级学生周煜昆很自豪，他和同学

创作的作品入选了长沙市博物馆举办的馆校

美育合作专题成果展。近年来，芙蓉区携手

湖南博物院、长沙市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

以美术学科为突破口，通过馆校联动共建，围

绕人文素养培养，打造“馆校美育大课堂”，有

力推动了美育课程综合性改革。

课堂“搬”到博物馆里

“这次展出的绘画作品，是从全校学生中

征集来的。得知有机会参展，学生们的积极

性很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浏正街小

学美术老师陈展说。

为了解决美术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的问

题 ，芙 蓉 区 瞄 准 了 博 物 馆 这 一 公 共 文 化 场

馆。与湖南博物院沟通后，双方签订了馆校

美育共建合作协议。协议明确，芙蓉区教育

局与湖南博物院合作共建美术教育基地，区

属中小学教师能优先利用博物馆展陈和教育

资源，研发和开展线上线下美术课程。

浏正街小学被列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两所

小学之一。陈展领着学生们来到湖南博物院

参观马王堆汉墓陈列时，湖南博物院的教育员

着重介绍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特色漆器。“实

物比美术书上的照片更有视觉冲击力，讲解也

很形象生动。”陈展注意到，孩子们神情专注，

眼睛亮亮的。此后，古代挂饰、纹样等传统文

化元素陆续出现在孩子们的美术作品里。

这些年，芙蓉区区属 41 所中小学陆续将

美术教学课堂“搬”到湖南博物院，湖南博物

院也开展了一系列展品进校园活动，参与学

生超过 10 万人次。

馆藏资源编进特色读本中

“你一定见过远方的山、林间的鸟、潺潺

的流水。数百年前，古人也曾欣赏过这样的

景色。在长卷、斗方、条幅、册页和扇面创作

中，你可以了解到古人细致的观察方法和丰

富的表达方式……”在芙蓉区大同古汉城小

学的“三点半”课堂上，美术老师何思佳翻开

读本《馆校美育课程》，带领孩子们领略墨韵

丹青。

编写出版《馆校美育课程》读本，是“馆校

共育”的又一次尝试。

在“馆校美育大课堂”已成为常态的背景

下，芙蓉区进一步创新，整合多年来馆校课程

共建和教育合作成果，围绕老师和同学们的

需求，编写具有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的美育

课程读本。“之所以定位读本而非教材，是想

让孩子们拥有轻松愉悦的学习体验。”芙蓉区

科普艺体中心美术专干赵青说。

从用好博物馆“活课堂”到编写读本，意

义何在？

湖南博物院教育中心主任李茜子介绍，

博物馆教育多是“从馆藏文物与观众兴趣出

发 ”，而 学 校 教 育 则 是“以 符 合 学 生 需 求 为

本”。编写这本读本，恰好能在二者之间找到

结合点，让馆校共育转化出更大的美育价值。

湖南博物院整合馆藏资源和学术成果，

无偿提供给芙蓉区，用以读本研发。芙蓉区

也组建了一支以美术老师为主的教师队伍，

联合博物馆教育员，共同对专业的学术语言

进行转化。“一字一句都由湖南博物院的专家

严格审核，确保准确性和科学性。”赵青说。

“为了让孩子们开阔视野，我们还整合了国内

多家文博机构的资源。”李茜子介绍，例如，包

括山水画在内的中国古代绘画单元，就源自

2010 年展出的“丹青艺事越千年——天津博

物馆藏宋元明清绘画精品展”。每个课程的

“博物馆在线”都附有二维码，扫码即能网上

观展。

《馆校美育课程》读本问世后，芙蓉区与

湖南博物院再度深化合作，以读本为基础，开

发了一系列微视频课，在芒果 TV“快乐看”板

块推出。

推动学科融合“大美育”

“我从小热爱画画，但原创电子绘本还是

第一次，很有成就感！”与同学组队完成《飞天

梦》电子绘本创作，芙蓉区育才第三小学六年

级学生李瑄琪很自豪。

去年，育才三小开展“国宝会说话——原

创绘本制作”活动，李瑄琪立即开始构思。“古

人有飞天梦，却只能借助想象。今天，中华民

族飞天梦圆，值得骄傲！”在老师的指导下，她

定下绘本图画的主要内容，与班上两名同样

热爱美术的同学组队完成了绘本绘制，“大漠

孤烟”“敦煌莫高”等场景跃然纸上。

为了让绘本更加具有趣味性，李瑄琪和

同学们决定创作电子绘本。在信息老师的指

导下，同学们进行了配音、脚本、剪辑等分工，

完成了电子绘本制作。这一作品被学校推选

参加芙蓉区原创绘本大赛，获得了纸质绘本、

电子绘本双项特等奖。

在育才三小校长曾伟文看来，青少年接

受美的教育、美的熏陶，会更加热爱生活。“学

校举办的原创绘本制作、硬笔书法展览等，都

是美育跨学科融合的形式。我们关注到，参

加活动后，一些孩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

更加自信阳光。”

不只是育才三小，芙蓉区区属各中小学

都开展了美育跨学科融合，探索丰富多彩的

活动。马王堆小学开展艺术文化节活动，同

学们制作文创产品，设计班服，极大增强了文

化自信。

“馆校美育大课堂”的覆盖面也在扩大。

不久前，芙蓉区再次与湖南博物院举办馆园

共建签约仪式，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博物馆教

育与幼儿园教育合作，充分挖掘博物馆中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孩子们心中埋下

美的种子。

上图为学生参观马王堆汉墓陈列展。

何思佳摄

湖南长沙芙蓉区探索馆校联动共建，丰富美育大课堂

走，到博物馆上美术课
本报记者 王云娜

馆校联动，走进博物馆上
美术课；整合资源，编写特色
课程读本……湖南长沙芙蓉
区立足当地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携手湖南博物院、长沙市
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以美
术学科为突破口，围绕人文素
养培养，共建“馆校美育大课
堂”，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在孩
子们心中埋下美的种子。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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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 7 月 17 日电 （记者张帆、王明峰）17 日，天府

融媒联合体成立仪式在四川成都举行。天府融媒联合体由四

川广播电视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等 4 家单位发起，联合 21 个

市（州）市级媒体、185 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共建。

据介绍，天府融媒联合体的主要任务是对省、市、县三级

媒体进行传播赋能、技术赋能、人才赋能。在传播赋能方面，

结合重要时间节点、重要主题宣传，统筹省内各级媒体资源，

构建省域全媒体传播体系。在技术赋能方面，建强开放型天

府融媒技术平台，打造全省媒体数据信息技术枢纽。在人才

赋能方面，组建融媒发展专家智库，畅通传播人才交流渠道，

构建良好的融媒人才发展生态。

四川天府融媒联合体成立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陈世涵

本报北京 7 月 17 日电 （记者李昌

禹）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乡

村著名行动”。该行动涵盖地名方案编

制、命名设标、文化保护、采集上图、信息

服务等地名工作的各个环节，致力于提

升乡村地名建设水平，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这是记者 17 日从民政部 2023 年第

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随着时代发展，现代乡村正

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乡村地名也呈现

出数量密度需求不断增加，需要整体性、

前瞻性规划设计，标准化程度要求提升，

人们对乡村地名的特色内涵越来越重视

等特点。

近年来，民政部不断深化乡村地名

信息服务，持续加强乡村地名建设。聚

焦乡村百姓出行导航、快递物流不便的

现实问题，先后指导互联网地图平台规

范标注乡村地名 670 余万条，新增地名

覆盖全国 200 余万个农村居民点，搜索

点击量累计达数十亿，有力促进了乡村

百姓出行导航、快递进村、山货进城。

此次“乡村著名行动”明确了 5 方面

14 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织密乡村地名

网、健全乡村地名标志体系、发展繁荣乡

村地名文化、深化地名信息服务、促进地

名利农惠农等内容。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王晓东在发布会上介绍，从

2023 年起，将利用 3 至 5 年时间使乡村地名工作模式基本定

型、工作路径基本成熟，乡村地名及其标识的广度、密度、精细

度适应乡村治理需要，乡村地名文化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

机组成，乡村标准地名信息在各领域规范使用，乡村地名管理

服务水平实现跃升，地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得到充分显现。

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时，乡村地名管理服务全

面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城乡地名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均

等化，优秀地名文化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地名助力乡村

振兴取得重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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