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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思录录

“爱心妈妈”我要一直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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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研学家庭研学 如何用好博物馆资源如何用好博物馆资源

家视视界界

落实《全国妇联等九部门关于
印发<深化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
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三年行动
方案>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妇
联及社会公益组织等招募了众多
“爱心妈妈”，定期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集体关爱服务活
动，同时鼓励“爱心妈妈”发挥专业
特长，聚焦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实
际困难，定期探访、持续提供关心
关爱和精准帮扶。在此期间，涌现
出一大批无私奉献、深受被帮扶儿
童喜爱的“爱心妈妈”。我们选取
部分“爱心妈妈”的口述实录或她
们与孩子的通信，以飨读者。

口述：李佳
整理：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我今年36岁，是重庆市铜梁区南城街道黄
桷门村“两委”委员、综合服务专干、妇联主席。

2016年，我被推选为村妇联主席，按照市、
区妇联关爱困境儿童的相关要求，那年只有28
岁的我当起了困境儿童梅梅的“爱心妈妈”，有
了一个只比自己小12岁的“女儿”。

其实，我从2012年开始就以村干部的身份
帮助梅梅了。她13岁失去父亲，妈妈和姐姐智
力重度残疾，生活均无法自理。父亲去世后家
庭的重担全落到梅梅身上。我至今难忘第一次
到她家的情形：小小的梅梅忙里忙外，妈妈和姐
姐连饭都不会做。

我和她结对后，一有空儿就往她家里跑，教
她做家务，为她送米、送肉、送油，给她妈妈、姐
姐理发、剪指甲、洗澡，帮她打扫房间。慢慢地，
以前不爱说话的梅梅能跟我说心里话了，有困

难也愿意找我帮忙。
2015年，梅梅考上高中，为了让她安心学

习，我四处寻求帮助、争取政策扶持，提请村委
会同意每月资助她500元，请人为她妈妈和姐
姐做饭、喂食。

梅梅读高二那年，给母亲和姐姐做饭的伯
母突然不干了，梅梅面临辍学，哭着来找我。我
多次给伯母做工作，最终伯母承诺照顾她母亲
和姐姐直到她高中毕业。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常去给梅梅送
衣服，帮她打扫卫生、煮饭、关心支持她。梅梅
早已成了我的家人，她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竭
尽全力解决。

梅梅18岁时，我鼓励她参加高考。但就
在那时，梅梅妈妈得了败血症，她无法安心复
习迎考。那期间，我多次去找梅梅面对面沟
通，还通过短信留言安慰、鼓励她，同时帮梅
梅妈妈和姐姐申请“三无”人员救助金，并将
她妈妈送进医院，委托伯母照顾，解决了她的

后顾之忧。
高考后，综合考虑梅梅家里的情况，我建

议她填报重庆一所医学专科学校的护理专
业。为保证梅梅之后能够安心入学，我多方
协调将梅梅妈妈和姐姐送入老年公寓，由专
人照顾。

后来，梅梅在护理专业实习期间觉得自己
知识和能力不足，我便鼓励她考取本科再学习
两年。现在她已取得本科学历，在重庆市渝北
区工作，通过自己的收入改善了家庭状况。

能凭借自己的力量陪伴、帮助梅梅走出困
境，看着她的家庭一点点好起来，我打心底里感
到高兴。

现在，我又结对了一个父母双双服刑的困
境儿童小宜，小宜阳光开朗、积极向上、成绩优
异，是一个人人夸奖的好孩子。未来，我会一直
做“爱心妈妈”，将爱心传递下去，尽我所能照亮
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之路。

（文中儿童均为化名）

■ 薛元箓

据媒体报道，有消费者购
买了某财险公司的“恋爱险”，
保险费495元。保障内容为，
自保险合同生效后满三年之日
起的十年期间，被保险人与心
上人初次在民政部门领取结婚
证的，保险人将赔付婚礼祝贺
金9995元。而当消费者申请
理赔后，理赔款却一直未到
账。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
决：相关财险公司在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该消费者保
险赔偿金9995元。

媒体形容，围绕“恋爱险”
的索赔和判决，是对这款已经
被官方叫停的“奇葩保险”产品
的再揭疤。这类保险还包括
“结婚险、雾霾险、彩票不中险、
熊孩子险、违章贴条险、熊孩子
惹祸险、扶老人被讹险、忘穿秋
裤险、赏月险、肠胃险、痘痘险”
等等五花八门的产品。从这些
名目上可以看出，这些产品的
设计初衷虽然标榜的是游戏性
和娱乐性，但其中隐含的价值
观混乱却是显而易见的，被叫
停也是必然的结局。

“恋爱险”即是典型的一
例。结婚而能获得赔付，这一
明显的反逻辑背后，是将恋爱与婚姻的关系
进行了对立和割裂，把婚姻是恋爱的延续和
深入这一自然逻辑变成了财产概念下的赔偿
理由。

据报道，“恋爱险”推出后，不少人因存在
与心上人结婚可以“赚一笔”的心理，相继购
买了该款产品。随着该保险被叫停，其产生
的一连串连锁反应纷至沓来，最为典型的便
是保险公司以产品下架为由拒绝理赔。尽管
这些理赔纠纷可以通过法律得以解决，但心
存“赚一笔”的消费者，或许更应从维护自我
情感的纯洁度出发，对恋爱和婚姻的严肃性
作出反思。

尽管“恋爱险”已被叫停，但婚恋的财产
属性仍以更多的表现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情感
生活中。天下有情人应该意识到的是，无论
是高价彩礼造成的事实压力，还是“恋爱险”
携来的对赌游戏，都可能造成婚恋观潜移默
化的转变，进而影响人们对婚恋与情感生活
的预期和评价。“恋爱险”的反逻辑本身已经
证明，在婚恋概念下，“赚一笔”不但是危险的
投机心理，也是对婚恋价值的间接伤害。

法国作家莫罗阿在其名著《人生五大问
题》中，将婚姻与家庭置于首位。这一取位意
味着，婚恋与情感生活一方面是人人都无法
回避的重大命题，同时也要求，人们必须以严
肃的心态应对这一命题。任何脱离这一轨道
的花哨玩法，都将像“恋爱险”一样，始于荒
唐，终于荒诞。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葵

进入暑假，各类文博场馆研学游甚是火爆：
北京故宫博物院游客如潮，中国国家博物馆、南
京博物院系列主题展如火如荼，多所博物馆取
消“周一闭馆”惯例，甚至延长开放时间、推出夜
场……即便如此，不少家长仍感叹热门博物馆
一票难求。

作为半学半游、寓教于乐最好的场所之一，
博物馆能给孩子们带来新的体验，满足他们的
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许多家长和孩子
一起在这场遍及东南西北中、追溯上下五千年
的行走中寻找文明、感受文明，知行合一。

今年4月，由中央宣传部牵头组织的“文化
中国行”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博
物馆正式启动。活动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围绕文物古迹发现、名城名镇古村古街
保护、文化旅游发展、非遗保护传承、文明交流
互鉴等内容，设置“考古中国”“探访中国”“游历
中国”“非遗中国”“开放中国”等重点篇章，多维
度立体式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当代价值
的文化精髓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这无
疑又一次推动了儿童青少年“文博游学热”席卷
神州大地。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研学热持续攀升，各类
博物馆研学线路和产品层出不穷，价格不菲，质
量却参差不齐。对此，家长、博物馆、第三方研
学机构如何用好资源，提升博物馆研学的品质，
真正实现研之有物、学而广博，让孩子们受益？

家长：要积极参与其中

“孩子回来对研学内容说不出所以然。一
问才知道，老师只让孩子们自己寻宝、打卡、拍
照，没介绍相应的背景知识。”家长秦女士对儿
子只游不学、走马观花的博物馆之旅颇有微词。

目前，博物馆研学的提供方主要有博物馆、
学校、第三方机构及其彼此间的组合。学校、博
物馆及两者的合作有相对专业的课程设置及师
资配备，但部分第三方开发的研学，由于缺乏有
效监管、评估，在经济效益的导向下，可能存在参
观节奏快、讲解内容粗糙等问题，收费却不低。

据了解，有些博物馆研学团是旅行社包装
的，名不副实。所谓的课程设置就是讲PPT，再
让孩子DIY。“研学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的
变成了“景点+课本”“景点+作业”，同质化严
重；有的“只游不学”，赶行程、打卡；有的缺乏实
践性，止步于“看”和“听”。

“如果研学的内容不错，家庭条件允许，花
钱为孩子报团，既能提升孩子的学识素养，又能
解放家长，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家长要提前有效
甄别。”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周婧
景表示，很多博物馆展教资源丰富，且大多数是
免费的，家长花点儿心思便能用起来。

北京小学生叶彤今年9月将升入五年级。
一放假，她就和父母动身去了南京，开启了她的
博物馆研学之旅，她的第一站是南京博物院。

“那里的《爱琴海的荣耀·古希腊文明特展》令我
大开眼界，印象最深的一是扬臂女神雕像，它是
米诺斯文明宗教信仰的象征；二是桃金娘式金
花冠，耀眼夺目；三是‘踢球场景’墓碑石，生动
地描绘了古希腊人热衷体育运动的场景。270
件/套展品展现了古希腊文明的璀璨辉煌，令我
学到了很多知识，比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印象
深刻。”叶彤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叶彤说：“我还去了南京六朝博物馆、江宁
织造博物馆、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和南京市博物
馆，在南京六朝博物馆，我在新晋网红点‘最美
落地窗’打卡，被精美的‘奁盒’深深吸引。在江
宁织造博物馆，体验了‘四时红楼——《红楼梦》
主题文化课程’，了解《红楼梦》与南京的深厚渊
源。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我第一次看到南京
绒花、秦淮灯彩、根雕、竹刻等非遗展品，参加了
娃娃学非遗活动，还知道了博物馆的坐落地
——甘熙宅第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清代私人民宅，俗称‘九十九间半’。在博物馆
里阅读这座城市，令我难忘。”

叶彤的妈妈告诉记者，最近几年，他们全家
已经走遍了北京的展馆，前些天看到媒体报道，
江苏省推出“博物知旅”暑期系列活动，全省文

博场馆参与其中，包括600项研学特色内容，他
们就决定暑假到这些展馆看看。“我们一家都是
博物馆爱好者，行前一家人一起做攻略，参观
中、参观后兴奋地聊聊各自的感受，增长了知识
和见闻，孩子大人都有收获，也使亲子关系更融
洽了，看来是选对了地方。”叶彤妈妈说。

周婧景认为：“每个孩子都有着自己的兴趣
和节奏，我们应注重培养他们的专注力、尊重孩
子的选择。”她同时提醒家长：“不要都集中在暑
假，平时的周末也可以带孩子享受文博时光。
场馆的选择也可以多元，不一定要去热门馆。
博物馆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学习，只提供
一个有准备的环境，孩子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
趣爱好主动探索。”

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

近年来，各博物馆在为儿童青少年提供第
二课堂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同时，改变了
过去参观的单一体验，增加沉浸式体验和动手
实践活动，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起来，增强了
博物馆的磁力。

首都师范大学附中育鸿学校学生梁曦月每
年都会去中国航空博物馆参观，故事听得多了，
梁曦月当起了小小讲解员，把“少年先锋号”战
斗机的历史讲给一起参观的同学听。

家长王先生告诉记者，9岁的儿子特别喜欢
北京汽车博物馆。“每次孩子都会去进步馆，在
那里兴致勃勃地操作方向盘，参观各种汽车模
型，对汽车的内部结构、设计和发动机原理等问
个不停。”王先生说，未来馆也是他儿子必去的，
那里的概念车和未来交通工具模型总能让孩子
对未来的交通方式产生很多奇思妙想。“这样的
研学能充分调动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孩子边
玩边学，对学习的新知识印象更深、记得更牢。”

除了热门展馆，一些富含宝藏的小众博物
馆，好玩人少，体验感和收获都不差，也吸引了

部分亲子家庭。“插花、品茶、绘制古纸花笺，在
悠悠古琴声中体会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身着
汉服，体验金钗钿合的魅力；亲手制作一本属于
自己的线装书……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参加‘小
小雅士’体验活动，让我理解了古代文人的意
趣，了解了古籍中的字体、线装书等，也爱上了
传统文化。”12岁的张淼告诉记者。

“当前，不少博物馆研学更注重互动体验，
注重提高孩子们兴趣和动手实践能力，激发他
们的思维潜力。”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乔
向杰说，博物馆可以设置丰富的互动体验区、科
学试验区，让孩子们亲自动手操作、观察、实
验。如设置艺术工作坊让孩子们亲手制作传统
工艺品或进行艺术创作，在实践中培养创新思
维。或是将多媒体技术、数字化呈现、非遗手工
体验、闯关游戏、寻宝探秘等活动应用于研学中，
增强参观的体验感，让高冷的文物生动起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近年来教育需求多样化，人们对增值性和成长
体验要求也随之增多。“新课标强调学习由‘解
题’转变为‘解决问题’，强调通过真实情景中的
深度学习加强知行合一，倡导‘做中学’‘用中
学’，在学习中重视学习经验向其他情境的迁移，
这些都为博物馆研学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

研学：不止于“观”，更在于“研”

我国是博物馆大国，在“文化中国行”的大
背景下，如何将丰富的文博资源有效转化为儿
童青少年的学习资源？什么样的研学课程能让
孩子真正受益？

在博物馆公共教育专家郭青生看来，优质
的标准包含几个方面：第一，研学课程的主题能
激发起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对他们的成长有意
义，并符合他们的知识积累和思辨能力；第二，
符合博物馆学习的特征，鼓励学习者通过观察
体验，而非单靠老师的讲解获取知识；第三，以
问题导向、启发互动等方式开展教学，鼓励孩子
提问、讨论以及各种形式分享知识；第四，馆内
和馆外相结合；第五，老师善于用生动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讲解学术概念，鼓励孩子们“跳一
跳”去摘树上更高的“果子”。总之，优质的研学
课程既寓教于乐、又能启发孩子思考、激励孩子
探究，是以研究的方法获取知识的博物馆学习
方式，与填鸭式的知识灌输有天壤之别。

2020年，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
《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
意见》，提出博物馆进校园，通过开发博物馆系
列活动课程，结合中小学生认知规律和学校教
育教学需要，充分挖掘博物馆资源，研究开发自
然类、历史类、科技类等系列活动课程。要制作
博物馆手册、导览图、辅助读物、口袋书、动漫
等，引导学生利用博物馆资源创造性开展活动、
辅助学习，不断探索完备博物馆学习模式，增强
博物馆学习效果。

记者了解到，几年来，各地不断尝试馆校结
合的各种可能。北京市史家小学和国家博物馆
联合编制了《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综合实
践课程》系列教材；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天空之
城小学开发了“走进博物馆”系列校本课程；今
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四川省成都博物

馆与多家学校联手，重磅推出“我的课堂在博物
馆”系列馆校合作课程；南京博物院为儿童青少
年长期开设“博物院的萌兽”和“跨时空的艺术”
两大主题系列课程……

山西省语文特级教师刘补明认为，博物馆研
学不止于“观”，更在于“研”，要研之有物、学而广
博。课程设计应强化与课堂学习的互补及融合，
注意实践性、体验性、趣味性和研究性的结合。

“开发多维度的研学活动，博物馆应充分利
用自身资源，包括藏品、展览、研究成果等，与校
内课程相结合，开展互动式的展览，如完善亲子
设施和项目，设立专门的亲子活动区域，定期举
办亲子工作坊。还要注重跨界融合，联合图书
馆、展览馆、科技馆等公益服务单位，共享资源，
打造精品研学产品。”乔向杰说，各部门也要完
善相关政策，形成协同管理与推进机制，为博物
馆研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储朝晖认为：“研学活动传递的知识应严
谨、科学，不能照搬学校教学，要让参与者获得
多样性的体验；要将主体、时间、空间、内容、设
计参观、参与等融合，让学习者在活动中联想、
反思，引导其联系已有知识，增强发现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他分析，研学活动只是途径，根本是
要引导学生成为学习、生活的主人，用智慧对待
生活，确立自身主动性、主体性、自主性。“在研
学过程中，学生要通过理解、分析、判定等过程，
找到自己在该活动中的定位，这有利于未成年
人丰富人生阅历，也有利于他们认识自我，认识
社会，养成健全人格，促成其社会化过程。”储朝
晖补充道。

采访中，专家一致认为，博物馆研学应以理
念之变引领实践创新，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让馆
藏文物“活”起来，使历史和文物触手可及，让这
一“行走的课堂”更具适龄性、实践性，让儿童青
少年真正收获体验与成长。

逛博物馆的“正确姿势”

家长孩子扎堆博物馆里过暑假

爱心妈妈妈妈

开栏的话

■ 小尘

带孩子到博物馆，如何做到不走马观花、
看完即忘？逛博物馆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生理、心智和能力差异
很大，家长应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最初带孩
子去博物馆，可以选择互动项目、体验项目多
的场馆，如科技类和自然类博物馆。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最好能结合孩
子近期看的书，提出的问题，确定去自然科学
类、艺术类或历史类博物馆；也可以先确定博物
馆，再读一读相关主题的书籍，两种做法的目的
都是将孩子的生活、认知与博物馆展项内容联
系起来，使之对即将参观的内容有所预期。有
针对性地看书，也方便家长安排参观的重点。

鼓励孩子在博物馆网站上了解与展览相
关的知识点和趣味点，提前做好功课，激发孩

子的好奇心和参观的热情。比如，孩子对恐龙
或对汽车感兴趣，可以去自然博物馆、古动物
博物馆、汽车博物馆等。

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汤世芬说：“博物馆
是立体的百科全书，家长要做有心人，和孩子
提前做点功课，用心去了解博物馆的资源，根
据自家孩子的特点去用好，让博物馆之行有所
收获，更能体现参与的价值。”

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切忌面面俱到，参观的
主要目的是看、是沉浸式体验，要注重细节，允
许孩子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犹如精读，这
样有助于孩子深度学习自己真正喜欢的内容。

中国港口博物馆社教部有关负责人也表示：
“博物馆教育并不是简单地传递现成的知识，而是
传递一种能量，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让他们主动
思考、联想，自发寻找答案，训练他们‘格物致知’的
思维方式，进而培养他们面对未知世界的态度。”

家长和孩子在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体验云锦织造

家长带孩子参观深圳蛇口海洋博物馆

小志愿者在为小观众讲解文物

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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