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和语言的魅力，是其他艺术形

式难以替代的。文学能够为世间万物

命名，赋予它们独特价值。我读过的第

一本书是《小学生模范作文选》，书中首

篇叫《秋夜》，第一句话是“皎洁的月儿

升上了天空”。“皎洁”二字一下子把我

镇住了，月亮变得更亲近、更有魅力了。

文学不但要命名，还要修辞。就如

“爱情”一词，在徐志摩的诗中是“我是

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

心”，在邓丽君的歌里是“真的好想你”。

修辞不但关乎文学与语言，还关乎生

活，它是生活品质与精神品质的升华。

文学与生活是同构关系，二者既

密切交融，又互相分离。生活创造了

文学，而文学也在创造生活。写作要

充满激情，我 19 岁开始写长篇处女作

《青春万岁》，正是因为深深珍惜和留

恋我们这一代人度过的少年和青年时

代。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赶上

了“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生活。我希

望将这份激情记录下来，让文学为生

命和生活作证。

写作路途中不可避免遇到挫折，好事坏事都是好故事、好题

材。写《青春万岁》时，我住在北京东四北大街，楼里每周六都举

办舞会。可是我从来不去跳舞，因为要抓紧时间写作。写作是出

于热爱生活，但是又得放弃相当一部分的生活，想必世界各国的

写作者深有同感。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被法国《世界报》提

问：“你为什么写作？”他回答说：“因为我别的都没干成。”这句话

并不是说因为什么事都没干成，才选择了写作；而是因为选择了

写作，有很多其他更实际、能快速实现成就的事就办不成了。

写作者需要突破自我。1963 年 9 月，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

举办的读书会时，产生了到外地去、到边疆去，突破当时自己只有

城市和学生生活经验的想法。到达新疆不久，我就写作了《春满吐

鲁番》等一系列散文和报告文学。1965年 4月，我被安排到伊犁巴

彦岱镇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劳动锻炼，兼任二大队副大队长。整

整 6年，我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各族同胞打成一片。

写作者需要“社牛”（善于社交）。这一特质，使得我能够很

快地与不同民族、不同生活背景的人成为朋友、相亲相爱。爱人

民的人生活才是幸福的，爱人民的人的作品才是幸福的。我曾

多次说过，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这一想法在我的作品

《在伊犁》《这边风景》中都有体现。

写作者还要不断学习。我的学历有限，但是我真爱学习。

为了社交，我学习了不同语言。有人问，学这些有什么目的？我

始终认为，学习在前，目的在后。学到的知识该用时自然就用上

了，就算没有别的用处，起码能让人少干点儿没劲的、不好的、低

俗的事儿。活一辈子，学一辈子，写一辈子。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而写作是生命的光辉和永远。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希望中国的写作者努

力做健康的写作者，真正坚持下去投入文学这项充满激情的伟

大事业中。

（作者为原文化部部长，本报记者陈圆圆根据作者 2024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作协“入会第一课”上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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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8日电   （刘诗瑶、占康）1 月 8 日，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

见面会。这是神舟十八号乘组叶光富、李聪、李广苏 3 名航天员

返回 60 余天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据介绍，神舟十八号乘组返回后相继完成隔离恢复、疗养恢

复阶段各项工作，已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目前，在中国航天

员科研训练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的精心守护和照料下，神舟十八号

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医学检查结果正常，肌肉力量、耐力和运

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在完成恢复期各项工作、进

行恢复健康评估总结后，3名航天员将转入正常训练工作。

神舟十八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亮相

乘坐一趟红色专列，参加一次情景互动

式研学，用双脚丈量大地，寻访历史发生的

现场——这样的思政课，对于成长中的青少

年来说，很“燃”。

以讲述方式之“新”，深挖红色资源之

“厚”。当下，各地因地制宜、守正创新，厚

植思政课的红色底蕴，变历史场景为思政

课堂，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

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吸引力。看见火热的

青春，大学生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方

式，见证前辈们“打起背包就出发”的燃情

岁月；相信行走的力量，宁夏固原市第二中

学和弘文中学师生徒步往返 108 里山路，

向革命先烈表达缅怀和敬意……

一处处革命旧址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

月，一件件红色文物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

忆。于行中思，于思中悟。“我的韶山行”启

示我们，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更多青少

年在行走的思政课堂中走近历史、了解现

实，在追昔抚今中加深共情共鸣。

于行中思   于思中悟
陈世涵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青年怀壮志，立功正当时。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冬日暖阳下，青年学子在湖南省

韶山市毛泽东广场面向铜像整齐列队。这

是“ 我 的 韶 山 行 ”中 小 学 生 红 色 研 学 活 动

现场。

自 2023 年 5 月在湖南启动以来，“我的韶

山行”中小学生红色研学活动凭借丰富的内

容、鲜活的形式，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截

至目前，该活动参与学生达 270 余批 52.9 万

人次。

一门课程
思政课走进现场，走向网端

将思政课堂“搬”进韶山，全省中小学生

都能参与，红色教育进校园、进课堂……“为

了上好这门思政课，我们专门设计了‘1+3’

的特色模式。”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副局长付

维华介绍，即一堂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大思政

课，包括广场开班式、故居情景教学课、纪念

馆参观体验课等五大活动；三堂围绕“学伟

人的读书精神”“学伟人的家国情怀”“学伟

人的艰苦奋斗”主题展开的展教结合课。“精

心设计课程体系，让学生结合文物、文献、故

事等红色资源，深入体会多维度的实景思政

课程。”付维华说。

不同主题的思政课，呼应历史，观照当

下。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宣教部副部长

黄为介绍，思政课在确定主题后，会集合思

政课教师、博士研究生和韶山讲解员三方力

量精心备课。课程设计取三方所长，思政课

教师熟悉学生的心理和认知特点，博士研究

生理论功底深厚，讲解员擅长口语表达。

短短的一堂课，讲稿要打磨数十次。“开

讲前，课程会进行大量试讲，在教学中根据

师生意见进行调整。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对

课程内容进行更新补充。”韶山管理局宣传

处副处长夏博文说。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副馆长彭艳介绍，思

政课会根据学生年龄和认知规律，开发小学

版、初中版、高中版，相关研学短视频会在

“学习强国”平台首发，并在网络视频平台同

步播出。如今，思政课程已从片段化视频，

“长”成完整的视频课程体系，进一步提高影

响力与传播力。

一场研学
    在情景式体验中，融通历史
与当下

“大家看到的是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返回

舱的原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豪迈预言，也是中国人的

梦想……”在“我的韶山行”中小学生红色研

学活动中，站在返回舱前，韶山纪念馆讲解

员毛婉瑶娓娓道来。

一面是韶山的红色 IP，另一面是研学的

多元化需求。如何将二者更好地结合在一

起？答案藏在情景式体验中：通过实物展示

和现场教学，打造沉浸式研学课堂，让学生

在触摸历史中启智润心。

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

拖拉机都不能造，到“东方红一号”发射成

功，再到神舟十号载人飞船的成功返回……

听着毛婉瑶的讲述，学生们若有所思。“我仿

佛经历了一场时空旅行，也经历了一次深度

的精神洗礼。”长沙市雅礼书院中学高一学

生王雅婷说，通过这次研学，她意识到了自

己肩上的责任，之后要把个人梦想和国家的

需要结合起来。

“我们立足韶山的红色文化资源，利用

文物文献等载体，进行情景互动式教学。”韶

山管理局红色教育培训中心红培部副部长

李伟超介绍，每条研学路线都经专家反复斟

酌，最近又增加了滴水洞、韶山烈士陵园等

授课点，不断提升研学的体验感。

一趟专列
寓学于途，打造火车上的流动

课堂

伴着汽笛长鸣，一列红色研学专列驶进

韶山站。这是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推出的“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专列。车

厢内，“乘风破万卷，追风正少年”标语引人

注目。打造“书香列车”主题车厢，在餐车设

立“书香驿站”，将吧台改造成“阳光书社”，

设计留言帖、主题打卡点，发放文创纪念票

卡……列车寓学于途，开设韶山站现场教学

点，打造火车上的流动课堂。

不只是硬件设施的布置，专列不断丰富

互动形式，通过开展诗词诵读、阅读分享、知

识抢答、拉歌赛歌等，提升学生的研学体验。

车窗外，阳光明媚，山河壮丽；车厢内，恰同

学少年，意气风发。

“登上红色研学专列，心中的热情也跟

着激荡起来。”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学生徐

芷樱说，“在车上，同学自发诵读诗词，氛围

感满满。”

据介绍，截至去年 12 月中旬，已累计开

行长沙、岳阳、邵阳、常德等 11 个市州至韶山

的红色研学专列，接待学生 7 万余人次。“红

色研学专列的开行，既激活了红色资源，也

丰富了师生的研学旅途。”广东铁青国际文

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党总支书

记杨帆说。

“希望通过更多生动有趣的形式，把思

政课这一关键课程讲好讲活，着力提升育人

实效。”李伟超说。

图为学生们在登乘“我的韶山行”红色

研学专列。 杨   帆摄   

湖南开展“我的韶山行”中小学生红色研学活动

来韶山，上一堂思政课
本报记者   杨   迅

拿起一颗珠子，左右手交替，将鱼线从

孔中穿过……学生兴奋地欢呼：“我终于成

功了！”身后，老师孙墨吟露出欣慰的笑容。

孙墨吟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美工课老

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孙墨吟的父亲也

是特教老师，她从小受父亲影响，一直觉得

当一名特教老师，帮助残障学生实现梦想，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2013 年，孙墨吟来到北京市盲人学校任

教。刚一上课，她就体会到种种不易。美工是

一种视觉艺术，但先天失明的学生对颜色毫无

感知，也很难把握物体的形状和比例关系。

“师父教我闭上眼睛备课，从视障学生

的角度去观察事物，找到最合适的教学方

式。”孙墨吟说。

孙墨吟口中的“师父”叫魏凡。1997 年

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后，魏凡

就来到北京市盲人学校任教。当时学校既

没有美工课，也没有相应教材。“眼睛看不

见 ，视 障 学 生 怎 么 学 习 美 工 ？”魏 凡 一 度

困惑。

慢 慢 地 ，魏 凡 摸 索 出 了 独 特 的 备 课 方

法：第一遍，睁眼仔细观察物体，制作教具、

写教案；第二遍，闭上双眼，反复揣摩，教案

中使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视障学生。

一节 40 分钟的课，备两次课至少需要两

三个小时，但效果显而易见。以往学习制作

中国结时，学生经常编错。直到自己闭上眼

睛尝试，魏凡才恍然大悟：3 根绳子粗细一

致，普通人一目了然，但视障学生却很难分

辨。于是，魏凡尝试用粗线或者用竹签等硬

物代替中间那根线，便于区分，孩子们的兴

趣油然而生。

闭眼备课的方法逐渐推广开来，更多新

颖的教学方式被应用到课堂中。

视障学生通常以手代目，配合耳朵、鼻

子等多种感官去感知世界。在教学中，北京

市盲人学校的栗鸥老师充分调动学生手指、

鼻子、耳朵等多重感官，来帮助学生形成完

整认知。在“泥塑——三星堆青铜面具”这

节课上，栗鸥准备了三星堆考古盲盒，让孩

子们亲手挖掘出青铜面具等“文物”，又通过

触摸青铜面具仿真教具、听相关介绍，了解

古蜀文明。经过反复打磨，孩子们做出了一

个个极具想象力的三星堆青铜面具，令人

惊喜。

一些学生动手能力较弱，跟不上学习进

度，老师们会耐心地教他们使用剪刀等各种

工具，教他们用大木珠和鞋带学习串珠……

渐渐地，这些学生能自如地使用工具，体会

到手工制作的快乐。“希望让孩子们通过自

己的努力解决困难，从而收获本领，提高自

信。”栗鸥说。

“瞧，我搭的火车轨道长又长，还有白

云、小花、小草，太好玩了！”一名一年级女生

说，同学们都盼着上美工课。20 多年来，北

京市盲人学校先后开设泥工、纸工、积木、插

板、丝网花、串珠、布艺等美工课程。2024 年

9 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首套盲

校美工教材投入使用，魏凡、孙墨吟、栗鸥等

老师都参与了编写工作。

通过美育，孩子们从模仿到创造，用作

品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美的追求，他们

的美工作品多次在各种比赛中获奖。“以美

润心，使孩子们更好、更自信地融入社会，充

分彰显学校的办学理念——让每一个孩子

都绽放独特的精彩。”魏凡说，用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助力美工课，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创作

灵感，是教学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北京市盲人学校创新探索美育课程

老师闭眼备课，只为让学生“看见”美
本报记者   施   芳

■为梦想奔跑R

■解码·思政课怎么上R

■快评R

前不久，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未来之瞳科学公园正式开园。公园突出“科学”主题，园内设置了具有互动性和趣味性的科

普装置系统，与西安创新馆、西安大剧院紧密联动，共同营造科技、文化、生态融合的公共空间。图为冬日暖阳映照下的未来之

瞳科学公园。 查朝阳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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