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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热点追评

漫画 严勇杰

博物馆讲解工作，是博物馆
与公众沟通的桥梁。针对近期有
社会团体及个人在博物馆内讲解
引发争议等情况，《北京市文物局
关于规范博物馆讲解工作的指导
意见》出台了，其中最大的亮点就
在 于 禁 止“ 歪 曲 史 实 ”“ 戏 说 历
史”，要求无论是官方讲解还是民
间讲解都需要尊重历史、尊重文
化。从讲解内容、形式、范围等方
面进行规范，才能让博物馆的讲
解不至于“误导受众”。

近些年，历史景点、文化景
点、博物景点成为旅游事业中的
一大亮点，尤其是暑假期间，大
人带着孩子参与“红色旅游”“历
史旅游”的热情越来越高。对家
长而言，其出发点是开阔孩子眼
界，提升孩子情怀，丰富孩子知
识。然而，在旅游的过程中，时常
能听到“戏说历史”“歪曲历史”
的胡说八道。无论是“官方讲解”
还是“民间讲解”，都出现了类似

情况。他们之所以如此“胡乱讲
解”，原因是众多的，一个情况就
是“吸引流量”，让大家因为“奇
谈怪论”而“嘻嘻哈哈”，虽然其
出发点不是“坏心思”，但也需要
约束。而“歪曲历史”的讲解则更
值得关注了，这很可能是意识形
态的斗争。

博物馆讲解，不能“口无遮
拦”。对于讲解而言，当然需要形
式的创新，可以是讲解方式的灵
活，可以是讲解内容的新鲜，可以
是讲解话语的创新，也不是不能
有“戏说的成分”，而是要在“戏
说”的时候事先告知，在讲解正史
之后可以告诉大家“还有一个民
间的传说”，讲解一下也未尝不
可。但是绝对不能把戏说当正史，
故意混淆历史和传说，甚至添油
加醋地杜撰。

总结来说，讲解人员技能水
平存在高低，但讲解内容不能偏
离史实。讲解词要本着“尊重史

实、准确规范、旗帜鲜明”的原则，
成文后要经过馆内文物、编研、社
教等部门审核，确保讲解词的准
确、完整、无误。

给孩子讲的历史，最好不要
“戏说”。 郭元鹏

本埠声音

为确保秋季顺利开学，14日，
市教育局对做好我市教育系统近
期防疫工作提出“七个强化”的要
求，要求中小学师生员工开学前7
天不离甬，已在市外的师生员工
须在开学前至少提前7天返甬，倡
导家长及其同住人非必要不出
市，目前仍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师
生员工暂缓返甬。

（8月15日《宁波日报》）

自疫情暴发以来的两年间，
为确保春秋季学期顺利开学，宁
波市教育局发布了一系列防疫
通 知 ，从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的 职 责
论，应该说，工作已经做得很细
很实了，为什么此次还要再次提
出开学防疫要求，并且冠以“强
化”的字样？原因无他，因为随着
病 毒 不 断 变 异 ，传 染 性 不 断 增
强，防疫难度随之增大，因此有
必要对原有的通知要求做出调

整、补充和强化。
不仅如此，学校有其特殊性，

它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且聚集时
间长、空间窄，加上人员多是未成
年人（幼儿、中小学生），更容易被
感染，感染后造成的风险更大，所
以防疫工作丝毫不能放松。今年3
月，青岛莱西七中因为防疫工作
稍有不慎，导致900来名师生被感
染，不仅给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
造成很大冲击，也在社会上造成
了不好的影响。学校关注度高，牵
涉面广，不发生疫情还好，一旦发
生往往会造成大面积感染，并波
及家庭和社会，故对学校的防疫
要求理应更高。

百密一疏，再周全的防疫措
施，也会因为病毒的不断变异和
疫情形势的变化，难免存在这样
那样的漏洞，所以，每逢开学前，
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前疫情形
势，及时制定和出台新的防疫措

施，实乃必要、必须！
对于基层学校而言，当务之

急是要坚决落实好“七个强化”防
疫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制
定开学工作方案，做到“一校一
策”。方案制定得越细越好，措施
落实得越实越好。仔细检查一下
开学疫情防控“八到位”：措施部
署到位、应急预案到位、责任明
确到位、人员组织到位、设施完
善到位、物资储备到位、制度落实
到位、风险排查到位，是否真的到
位了。万一学校出现了疫情，应急
预案和处置流程是否能及时启
动，做到防疫开学两不误？这些都
属于“七个强化”防疫要求之列，
从现在起，全市各中小学和大专
院校，就要一刻不放松地做起，确
保秋季开学工作安全有序，确保
师生在新学期里安心教书、平安
学习。

王学进

落实“七个强化”防疫要求
确保秋季顺利开学

““魔法课堂魔法课堂””走红走红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静电章鱼”“梁祝化蝶”“克拉尼
图形”……近日，央视新闻报道了一
位物理老师退休后重回“课堂”自制
200 多种实验火出圈的消息，引发舆
论关注。

61 岁的唐守平是江苏省沭阳高
级中学一名退休物理教师，曾从事 19
年初中物理教学。今年暑期，他的科
普视频悄然走红，获得千万网友观
看，很多网友直呼“这样的物理课堂
太奇妙”“专治学习困难症的魔法老
师”。

近年来，科普视频的火爆时有听
闻，已然成为一种现象，其背后是大
众对优质科普短视频的需求急剧上
升。数据显示，去年抖音自然科普类
视频累计播放近330亿次，7亿人次为
相关作品点赞。但令人遗憾的是，在
中小学课堂中，这样的“奇妙游”似乎
并不多见。

众所周知，好奇心几乎是所有孩
子与生俱来的，而好奇心是创造力的
源泉。唐守平老师的奇妙科普，无疑
可以大大减少孩子们面对深奥学科
的畏惧和抵抗心理，进而为他们打开
学习的大门。

然而，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孩子每
个星期做几次实验相比，中国孩子做
实验实在太少，以致很多孩子在好奇
心最强的年龄错过了接触科学实验
的机会。个中缘由，不一而足。

令人欣喜的是，相关部门已经深
刻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展了有针对
性 的 探 索 。2013 年 ，王 亚 平 向 全 国
6000 多万名师生进行太空授课，轰动
一时。时隔 8 年，去年 12 月中国航天
员第二次开展太空授课，“太空教师”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
站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
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现
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吸引了众多科学爱好者前来打卡和
积极参与，在很多孩子心中撒下探索
星辰大海的种子。

其实，很多科普实验并不需要什
么“高大上”的设备才能进行。唐守平
没有复杂的拍摄器材和剪辑软件，一
副老花镜、一部智能手机就是他链接
起互联网的全部硬件载体。获得网友
点赞超一百万的“静电章鱼”实验视
频，他只用了一截塑料管、餐巾纸、塑
料丝而已。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心
为之，并非难事。

“能够把我自己的一技之长让更
多的老师、学生受益，做有意义的事
情就足矣。”通往知识殿堂的道路上，
兴趣就是最好的领路人。“魔法”课堂
的“意外”走红，令人眼前为之一亮，
更值得引发深思。在大力推行“双减”
的背景下，如何寓教于乐、让教育变
得轻松有趣有效，中小学课堂不妨多
一些“奇妙游”。 胡欣红

面对青少年游客面对青少年游客
““讲解历史讲解历史””
切莫切莫““戏说戏说””

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印发《北京市文物局
关于规范博物馆讲解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
各馆对社会团体及个人在馆内的讲解进行规范，
尤其应对“歪曲史实”“戏说历史”等行为及时叫停。
《意见》强调，博物馆应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讲
解服务，并从讲解内容、形式、范围等方面进行规范。

（8月14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