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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

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２１

日电 《决定》高度
重视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
作用， 把国民教育作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提出具体部
署和明确要求。 这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具有重要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 是建
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需要一代又一代
人的努力，必须充分利用好国民教育，从娃
娃抓起， 使广大青少年从小就接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

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学校
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是国民教育的主体，

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
道，也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学校必
须坚持把“教书”和“育人”有效结合起来，

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各级各类学
校教育的重要任务， 纳入学校教育的全过
程。

第一，结合中小学、幼儿教学特点融入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教学内容上，要针对
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
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从增强爱国情感
做起， 深入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和
中国革命传统教育， 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从小树立民族

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教学方式上，

要从幼儿和中小学生的实际出发， 采用未
成年人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入浅
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要深入研究中小
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特点， 增加优
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 把中华传统美德教
育与爱国主义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有机统
一于中小学教材之中。

第二， 面向全体高校学生开设优秀传
统文化课程。目前我国有包括本科生、专科
生和研究生的各类在校大学生

２０００

多万
人，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通过增强全体
高校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理解，一
方面，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积淀
的精神财富， 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和文明

素质， 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另一方面，也
通过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
以传承、创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有
必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纳入高校教育必修的
公共课程， 还要组织力量编写高质量的教
材，安排高素质的教师，让全体高校在校学
生不仅能接受系统的各类专业知识教育，

而且也都能接受高质量的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

第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
地建设。学校对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要取得好的效果， 不仅要重视抓好教学，

而且要重视抓好教学研究。选择若干基础
好、有特色的学校，组织专门研究力量，加
强与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文化
馆、美术馆、少年宫、烈士陵园以及有代表
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作，不断挖掘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各级各类学校教
学内容，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解读

河南

明年起开通运行公务员网络培训学院

新华社郑州
１２

月
２１

日电
（记者梁鹏）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河南省将正式开通运行
公务员网络培训学院，这将在
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提高
干部素质中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从河南省人社厅采
访了解到，这个由河南省人社
厅和省公务员局主办的河南
省公务员网络培训学院，经过
半年试运行的改进和完善，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开通运
行， 网址为：

ＷＷＷ．ＨＮＧ鄄

ＷＹＰＸ．ＧＯＶ．ＣＮ

， 主要针对新
的发展形势下对公务员素质
提升展开培训。

据介绍，这个河南省公务
员网络培训学院具有以下特
点： 一是学习内容更加丰富。

河南省公务员网络培训学院
当前拥有

３

万余册图书， 英语
学习平台一套， 河南省情、政
治理论、技能训练、业务知识、

职业道德等
２４１

门课程， 能很
大程度上满足公务员多样化、

个性化培训需求， 提高针对
性。

二是学习形式更加灵活。

网络培训学院是在线学习系
统， 学员可灵活安排学习时
间， 课程形式有视频、

ＦＬＡＳＨ

动画和精品三分屏等多种形
式，有文化素养、技能训练等
多种专题，有必修和选修两种
分类， 以增强学员学习积极
性，提升学员学习兴趣。

三是在监督考核上有所
创新。 这个网络培训学院课
程改进了学习播放方式，通
过“弹出学习问题”和“当前
页面控制”，实现了学习过程
的动态监控， 能克服网络学
习流于形式的弊端。同时，可
实时监控学员的学习进度，

并自动登记学分。 根据学分
制管理办法， 省公务员局将
定期对各单位学习情况进行
督促检查， 适时发布网络培
训工作通报。

记者了解到，目前河南各
省辖市正在筹建网络培训学
院分院，争取在明年

６

月底前，

实现公务员网络培训和网络
管理全省覆盖。

河南宝丰“魔术村”农民们的“魔法世界”

新华社郑州
１２

月
２１

日电（记者
刘金辉）河南宝丰县

５０

岁的农民魔
术师刘顺投资

６００

万元建起了集魔
术道具生产和销售、魔术师培训、魔
术表演为一体的“魔术大观园”，在
刘顺从事魔术事业的

３０

多年里，他
经历了由

５

分钱一张票到
１０００

元
１

分
钟的巨大转变。

刘顺是宝丰县赵庄乡周营村的
农民，这个

１６００

多人的村子里，有一
半以上从事与魔术相关的行业，村
子里几乎人人都能玩上几把魔术，

村民们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他们的
“魔法世界”。

刘顺是村子里较早从事魔术表
演的人，在当地很有名气，现在刘顺
到外地表演的出场费一般为

５０００

元
一场，一场大约

５

分钟。

１６

岁跟着伯父学变魔术的刘
顺， 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带团在街
头表演，“那时

５

分钱一张票看的人
都不多，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当
时很多人认为变魔术是假东西，是
骗人，没人把它当艺术，我们也只是
把它当吃饭的工具。”刘顺说。

在刘顺的印象里，

２０００

年之后
魔术开始大发展， 看魔术的人多
了，市场大了，乡里的演出团体增
加到

１００

多家，而这时，刘顺看到了

另一个商机： 生产魔术服装和道
具。

“魔术作为艺术的一种，它跟整
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之前好多演艺团体包括戏曲、杂技、

说唱等都经历过一段低潮期， 但近
些年是一个繁荣期， 是个好机会。”

刘顺说。

现在，每年都有
１００

多人从刘顺
的魔术师培训中心毕业， 这些学员
毕业后并不都是专业从事魔术表
演， 有的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爱好或
是一项特长。

河南宝丰县民间魔术文化始
于唐宋，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民间
基础。 经过实地考察和严格评选，

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在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正式命名宝丰县为“中国魔术之
乡”。据介绍，目前宝丰县从事魔术
表演及其他民间艺术的近

６

万人，

演出团体
１４６０

多家， 年创收入达
６

亿元。

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
说，宝丰作为“魔术之乡”，不仅仅是
因为从事魔术表演的人多， 更重要
的是这里的文化底蕴、 老百姓喜欢
魔术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群众基
础。

在刘顺的指引下， 我们走进东

营村，街道两旁以楼房或平房为主，

大街上人不多，有些院子大门紧锁。

刘顺说，现在是农闲时节，村里大多
数人都出去演出了， 只有农忙时他
们才回来。

刘顺的好朋友张本周刚刚参加
了在县里举办的“中国魔术发展高
端论坛”，这是第八届中国杂技“金
菊奖” 第五次全国魔术比赛的一项
活动。记者还没进屋，张本周便把道
具都拿了出来，一口气表演了《碎巾
还原》、《铁套穿胸》、《空中取香烟》

等多个魔术，从这些娴熟自如、眼花
缭乱的表演中看得出来， 他非常喜
欢魔术。

张本周一家
4

口中，

3

人会变魔
术， 上初二的女儿从小就喜欢跟他
学魔术， 还参加过县里的少儿魔术
比赛。“变魔术是一项才艺， 我女儿
在学校很受欢迎， 她的同学都嚷着
要跟她学。”张本周笑着说。

５０

岁的张本周现在很少出去表
演了，他主要负责家里的

４

亩
８

分地，

“魔术说到底还是得年轻人来搞，需
要的是创意， 我表演的大多是传统
魔术，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张本周
说，“尤其是近两年， 电视上的魔术
节目铺天盖地，很多都很震撼，感觉
魔术大繁荣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