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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安 全 是 民 族 复

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

家强盛的前提。”4 月 26 日

下午，江苏省如东高级中

学“明理·守责”国家安全

教育馆内，历史老师石小

娟正给高一学生上一堂思

政课。

师生们人手一本《“明

理·守责”国家安全教育课

程基地讲义》，石小娟从国

家安全的概念入手，结合

展板上的拓展内容，让学

生们形成总体了解，然后

再打开课件，讲述国家安

全思想的演变历程。

“讲到新民主主义阶

段，会播放八一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论持久战》、挺

进大别山等图文史料，让学

生理解我们党对国家安全

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

认识；讲到新中国成立之

初，则会给学生展示抗美援

朝等视频资料，并结合实物

沙盘，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

到这一时期党把军事安全

放在重要位置，同时越来越

重 视 经 济 安 全 和 社 会 安

全。”石小娟说。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

如东高级中学“明理·守责”

国家安全教育馆展陈的重

点。展览涵盖政治、经济、

国土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20个主要领域，通过图片、

文字、视频、实物等，进行图

文并茂、生动多样的展示，

帮助同学们深刻认识国家

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45分钟的课程，学生们

收获满满。高一（20）班学

生康葛玺说：“我们要树立

忧患意识，增强维护国家安

全的使命感。”

除了走进来上课，还有走出去参

观。前不久，该校部分师生走进江苏国

家安全教育馆，参观了解中国共产党隐

蔽战线的光辉历史。如东高级中学学

生处工作人员陆赛楠介绍，馆里除了实

物展示，还有场景复原以及角色体验设

备，让学生们沉浸式了解

这段历史。

陆赛楠说，学校国家

安 全 教 育 馆 还 与 江 苏 国

家安全教育馆、苏州工业

园区国家安全教育馆、上

海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馆 等 共

同 开 展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研

究性学习和实践活动，推

动学校课堂延伸，让国家

安全教育更生动鲜活。

一 所 中 学 为 什 么 要

办国家安全教育馆，系统

性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如 东 高 级 中 学 党 委

书 记 、校 长 王 继 兵 介 绍 ，

2020 年 ，教 育 部 在《大 中

小 学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指 导

纲 要》中 就 明 确 ，高 中 阶

段，重点围绕理解人民福

祉与国家关系，树立总体

国家安全观。在他看来，

高 中 阶 段 正 是 系 统 化 实

施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的 重 要

时 期 —— 高 中 生 的 世 界

观 、人 生 观 、价 值 观 日 趋

成熟，对国家安全的理解

和接受能力较强。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的 开

展，在如东高级中学已有

10年历史。该校从 2014年

起即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实

践，当年 5 月，中国政策科

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

员会授予该校第一批“国

家 安 全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

称号。

2021 年，如东高级中

学 成 功 申 报 江 苏 省 中 小

学 课 程 基 地 和 学 校 文 化

项目——“明理·守责”国

家安全教育课程基地，与

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开发

出 符 合 高 中 学 生 成 长 特

点 的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课

程。今年 4 月 13 日，如东高级中学“明

理·守责”国家安全教育馆正式开馆，课

程基地有了实体场所。

“从专题讲座到课程讲义再到实景

场馆，学校不断创新国家安全教育方

式。”王继兵介绍，国家安全教育切实增

强了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毕业生报考国防科技、航空航天、国

际关系等国家安全相关领域专业的人

数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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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小 明 一 天

的食谱，请按照食用

量的多少，把这些食

物 排 序 ，并 填 到‘ 宝

塔 ’表 格 中 。”4 月 28
日上午，天津市红桥

区跃进里小学四年级

（1）班内，一堂粮食安

全主题思政课正在进

行，科学教师王奕桐

调整好投影后，给每

名同学发了一张“宝

塔”表格。

在全班同学填好

后，王奕桐展示了一

张图片——中国居民

膳食宝塔，里面列举

了每天需要摄入的食

物种类和摄入量。“大

家看看，小明一天的

食谱是否符合平衡膳

食原则呢？”王奕桐循

循善诱。

一名女生举手回

答：“不符合，小明的

午餐和晚餐中，米饭

和肉吃得多，蔬菜和

水果吃得太少。”

说 话 间 ，白 板 上

换了一张图片：两名

儿 童 ，一 名 健 康 壮

硕、精神奕奕，一名营

养 不 良 、面 黄 肌 瘦 。

王奕桐话锋一转：“我

们 刚 才 讨 论 的 是 营

养均衡、怎么吃得更

好，但是在世界上还

有很多人吃不饱。”

从 一 粒 种 子 、一

块耕地、一穗稻谷到

一碗米饭，王奕桐用

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述

了“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 辛 苦 ”的 现 实 意

义。“节约粮食，不仅

是个人生活习惯，还关系到国家安

全。”王奕桐说。

王奕桐给学生们展示了两组

数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饥饿人口

达 7.83 亿 人 ，比 2019 年 新 增 1.22
亿人；《2024 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显示，2023 年全球超过 2.8 亿人面

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

同学们看得认真，眼神里有惊

讶，也有思考。王奕

桐 再 次 提 问 ，“ 以 后

外出吃饭，大家应该

怎么做呢？”

“ 吃 不 完 ，要 打

包 带 回 家 。”一 名 同

学 抢 答 。 老 师 鼓 励

他 ，“‘ 光 盘 ’是 个 好

习惯，也可以提醒家

人根据人数点菜，好

不好？”

一 堂 融 合 科 学

课 内 容 的 国 家 粮 食

安全教育思政课，在

全 班 同 学 齐 声 的

“好”中结束。

作 为 全 国 中 小

学科学教育实验校，

跃 进 里 小 学 重 视 课

程 融 合 。 这 堂 结 合

了《义务教育小学科

学 课 程 标 准》和“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普 及

丛书”、《大中小学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指 导 纲

要》的国家粮食安全

教育思政课，就是课

程 融 合 教 学 实 践 的

一个缩影。

“课程融合不难，

难的是要根据小学生

的特点设计内容，结

合他们身边熟悉的事

物，通过互动、故事、

实物，把宏大主题具

体化、情景化，让小学

生听得懂、听得进。”

王奕桐把四年级《科

学》中 有 关 食 物 、种

子、土壤等内容，与粮

食安全、种子安全、土

壤及耕地保护等内容

结合起来，让课程内

容更丰富、更有深度。

“坚 持 显 性 教 育

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各门课守好

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与思政课同

向同行，才能更好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天 津 市 红 桥 区 教 育 局 副 局 长 李

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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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面一定要注意，辨认好遗迹现象，采

集的各类样品要做好记录……”山东省济南

市章丘区焦家遗址发掘现场，来自山东大学

考古学院的学生按照老师的指导，小心翼翼

地刮开土层。

1972 年，山东大学创建考古专业，是全

国最早建立考古专业的高校之一。丁公遗

址、大辛庄遗址、焦家遗址……近百处遗址，

承载着一代代山大考古人的坚守。近年来，

山东大学考古学科贯通课堂、田野、实验室

和 博 物 馆 等 场 景 ，探 索 育 人 和 科 研 的 新

路径。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荷载 10 吨的电动航车、载重 20 吨的液

压升降机、体视显微镜、3D 打印机……在山

东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颇具含“新”量的设

备，引人注意。

近年来，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注重多学科

交叉融合，不仅关注专业本身的发展，还引

入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为考古研究提供

新的视角。

“古代遗存类型丰富，分析考古出土遗

物的成分、残留物等，需要化学知识；保护文

化遗产，进行虚拟建模和虚拟展示，需要现

代信息技术。”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唐

仲明说。

考古学不断走向精细化，是当下的趋

势。依托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

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平台，山东大学

已建成体系完备的考古实验室群，拥有人类

演化、植物考古、动物考古、沉积学等 20 个

实验室。

2023 年，山东大学入选科技考古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古环境重建与生业考古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师生利用现代化设

备、高科技手段和多学科交叉工具，更好地

还原历史场景。

建设国家一级博物馆

2020 年，山东大学博物馆入选国家一

级博物馆。“山东大学博物馆目前有文物和

标本 4 万余件。文物通史展中 95%以上的

展品，都是考古学院师生在教学实践中发掘

出 土 的 。”山 东 大 学 博 物 馆 副 馆 长 杨 海 燕

介绍。

一个学院的专业成果，为何能够支撑起

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

这离不开扎实的田野考古传统。20 世

纪 30 年代，一批师生在滕州安上遗址开启

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建立考古专业之后，山

东大学更是把田野考古作为学科发展的重

中之重，并在山东邹平、日照、青岛等地建立

考古实践基地。

“我们要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多

维度揭示中国的文明基因。”山东大学考古

学院院长、博物馆馆长王芬介绍，学院的田

野考古发掘项目数量近百处，其中 8 项成果

获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多项获田野

考古质量奖。

每个遗址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意义。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主持发掘的焦家遗址，从

城池营建、礼制起源等角度，提供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重要证据。

参与国际考古交流合作

考古专业的发展，需要“引进来”，更需

要“走出去”。近年来，山东大学组队赴肯尼

亚进行人类起源发掘，赴法国进行考古发掘

工作。

2023 年 5 月 30 日下午，山东大学与法

国波尔多大学联合考古队在法国南部多尔

多涅省图尔托瓦拉克洞穴遗址发现一件古

人类远节指骨化石。

中法联合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是在山

东 大 学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推 动 下 开 展 的 。

2023 年 5 月中旬，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授李占扬带着小组成员同法国波尔多大

学考古队汇合，对洞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截至目前，已出土人类化石、石器、动物化石

和艺术品 2 万余件。

“山东大学将发扬‘文史见长’特色优

势，继续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以考古新作为立体展现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以文史哲新气象不断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山东大学党委

书记任友群说。

山东大学考古学科持续探索育人和科研新路径

发挥学科优势 探寻文明脉络
本报记者 侯琳良 李 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