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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新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考古人才培养
的话题与记者互动。当前，如何吸引更多青年
人才爱上考古、投身考古，让考古事业人才辈
出，是一项有助于文化昌明、文脉赓续的大学
问。

考古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探寻文明的
起源，构建起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发
展脉络，揭示并预测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的历史深思与时代之问。考古工作者
带领我们拂去岁月尘烟，倾听历史回响，远眺未
来征途。

随着时代变迁，考古已不再是“小众冷门”
学科，而是以更具人气、更为活泛的方式走下高
阁，受到众多年轻人青睐。比如，考古特展频频
出圈，博物馆一票难求，青年人慕名而至、争相
打卡；考古科普有趣有料，青年倾力加盟，打造
文明传播的课堂；还有，一群有志青年以“心之
所向，素履以往”的志气奔赴西北大漠、俯身平
畴田野，在考古实践中执着坚守……

当然，也要看到，考古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
科，不仅涉及人文历史，还与自然科学紧密相
连。重大考古发现无一不需要多学科联合攻
关，这对培养具备历史、语言、地理、科技等知识
的通识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考古也是
一项“既严又苦”的事业：一方面，历史容不得半
点马虎，培养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治学方式与
工作态度是求得真知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
长期野外考察极度考验人的耐力与品性，有时
一项科研需要持续很久才可见成效，倘若坐不
了冷板凳，吃不了跋山涉水、求而不得之苦，很
难学有所得。

可喜的是，在考古事业迎来黄金时代的当
下，全社会力量都行动起来了。比如，一些学校
聚焦优势特色，在增量提质上下功夫，既注重相
关专业的适当扩招，又强调跨学科交叉育人，以
定向培养文物全科人才的方式为基层文博单位
提供智力支撑。又如，鼓励相关单位在科研项
目上进行倾斜，改善从业者的薪酬福利，提升职
业荣誉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个人坚守住“不
为繁华易匠心”的初衷，将参与重大考古事项当
成自我砥砺的试验场。

几十年前，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沐月
当歌、踏沙而行，以“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将
满腹热爱、一生所托留给了大漠，留给了这片辽
阔的土地。几十年后，又有一代代新人不远万
里、勇毅奔赴，誓言在这里扎根耕耘、潜心钻
研。让我们为这些青春的承诺与梦想加油鼓劲
吧！因为考古苍穹的“满天星斗”终将由青年点
亮，考古事业的未来也终将由青年开创。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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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名运动员屯昌竞技

“功夫少年”展英姿

日前，2024年“奔跑吧·少年”海南省青少
年武术公开赛（屯昌站）在屯昌县体育馆开赛，
全省各市县、体育俱乐部共派出 21 支代表队
500名运动员参赛，旨在推动武术运动在我省
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

据了解，本次比赛根据选手年龄分为幼儿
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设置了拳术、短器
械、长器械、其他器械等竞赛项目。赛场上，只
见参赛选手手持刀、剑、长矛等器械，在一招一
式中尽显武术风采。来自屯昌的参赛选手林燕
燕展示了以龙、虎、猴、龟、鹤5种动物为原形演
化的坡陈五形桩拳法。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海南省教育厅、屯昌县人民政府主办。

文\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王翔龄

图\屯昌旅文局提供

7年来
3000多人在这里学会骑马

李明洋是小骑士学院创始人。在
她眼中，在海口发展青少年马术运动优
势明显，小骑手一年四季都能策马奔
腾。

据介绍，小骑士学院成立7年来，
已有3000多人在这里学会骑马，其中
大部分是青少年，不少小骑士获得了相
关等级证书。该学院实行“两条腿走
路”的运营方式，分别是启蒙和竞技（考
级）；目前共有20多名高水平青少年
骑手，他们完全有能力参加高水平马术
竞技比赛。

马术，是一项人与马共同参与的运
动项目。孩子首先要和马接触，喂马，
成为马的朋友。然后，再骑上马背，在
骑行的过程中更好地感受马的状态，提
升马对自己的信任感。“刚开始学习时，
需要教练一对一指导学员。几十节课
后，学员就能独立骑行了。再学一段时
间，学员就可以骑马跨越障碍物，进行
舞步表演等。”李明洋说。

提到马术，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关键
词是贵族运动。李明洋告诉记者，目
前，学习马术运动的费用已降低很多，
和学习网球、高尔夫球差不多。近年
来，小骑士学院在海口部分小学和幼儿
园推广马术运动。不少孩子纷纷加入
学习马术的队伍，这项运动让许多孩子
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

学马术
首先要和马交朋友

今年14岁的林睿怡是海口市金盘
实验学校学生，她在小骑士学院学习
马术已满一年，目前每周上两节马术
课。刚开始接触这项运动时，她还有
点胆怯。慢慢地，她和马儿相处得越
来越融洽，逐渐掌握了扎实的马术基
本功。

在马术竞技比赛中，马是小骑手的
搭档和“战友”。林睿怡的妈妈告诉记
者，障碍赛最考验骑手和马儿的默契程
度。有时候，骑手骑到障碍物前，马儿
突然“不听话”就会停下来。这个时候
就要看小骑手能不能控制马匹，引导它
越过障碍物。在2024苏州国际马术周
暨中国小马俱乐部国际交流赛中，林睿
怡和马儿的配合比较好。

林睿怡的妈妈说，马术是一项户
外运动，女儿学了一年收获很大。经
常和大自然接触，让她的性格外向了
许多。

李丽是海口哈罗学校三年级学
生。李丽的妈妈是突尼斯人，普通话非
常流利。她告诉记者，学马术，首先要
和马交朋友，了解马的脾气和性格。骑
马越过障碍物时，骑手不能胆怯。“如果
你害怕了，骏马通过缰绳也能感觉得
到，它也会胆怯”。

据介绍，在学习骑行的过程中，孩
子们要体验并学会正确上下马、使用
缰绳、控制马匹、慢步走、快步走、跑步
走、跨越障碍物等，在趣味游戏中感受
骑马的乐趣，不断提升骑术。此外，教
练还会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和团队协
作精神。

李丽身高约1.4米，马约1.6米高。
经过3年的学习，她现在已经能够驾驭
这匹比她高出一头的马越过30厘米高
的障碍物，做到“人马合一”。去年6
月，她通过考试，获得了澳洲小马俱乐
部协会（PCA）骑手等级认证D级证书。

“很不容易，考级过程不亚于参加
一场大型比赛。”李丽的妈妈说，具体考
核内容包括马术理论、马匹操控、马匹
护理及骑乘技能四项内容。当天，共有
66名考生身着骑士服，佩戴符合协会
安全标准的头盔及护具参加考试，“仪
式感十足”。

在马术理论考核环节，李丽快速
识别出马的毛色、部位，马具的组件，
识别并使用刷马工具，向考官介绍让
小马感到舒适的环境、小马的饮食知
识等。在实操环节，李丽为小马备鞍
和佩戴水勒，演示拴马时如何给绳子
打结、如何喂马等。考核的“重头戏”
是马背骑乘，小骑手要从正确的上下
马姿势开始演示。李丽在考官的指
令下，操控马匹变换方向、转换步伐、
快步慢步走以及绕桩等。

在竞技中
感受马术文化

据介绍，小骑士学院经常聘请外教
为学员上公开课，让小骑手们体验纯正
澳洲Pony Club国际马术教学体系。
李明洋说，学院聘请澳洲小马俱乐部协
会一级教练玛格丽特·埃尔林作为培训
教练。“通过理论知识、骑术培训、趣味
互动等课程，能让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
爱上马术，提升考级的自信心。”玛格丽
特·埃尔林说。

今年暑期，由中国小马俱乐部协会
主办、中国小马俱乐部协会海南分会承
办的 2024 年澳洲小马俱乐部协会
（PCA）骑手等级考试在小骑士学院举
行，数十名小骑手参加。

据介绍，该考核分为E级、D级、
D*级三个级别，内容包含马术理论、马
匹操控、马匹护理及骑乘技能四个部
分。在理论方面，考官重点考查骑手
对马匹颜色、刷马工具、水勒、笼头等
的甄别。在实操方面，考查骑手独立
佩戴水勒、备马鞍等步骤，同时通过马
背慢步、快步、绕桩、圈乘以及变换里
怀（骑手乘马连续做左右转弯等动作）
等评估骑手的马术技能。最终，29人
获得E级证书，15人获得D级证书，11
人获得D*级证书。

“希望更多青少年能在海南掌握马
术技能，感受马术魅力。”李明洋说，今
年12月，中国小马俱乐部国际校际交
流赛（海南站）暨海南“小骑士杯”青少
年马术国际邀请赛将在海口举办。届
时，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青少年选
手将和海南本土选手同台竞技，共同交
流马术文化，推动海南青少年马术运动
的发展。

据介绍，海南目前约有200匹马，
大多来自新疆和内蒙古，一匹马的价
格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除了
孩子外，不少成年人也喜欢马术运
动。海南部分马术俱乐部面向成年
马术爱好者开放骑马体验、马术培训
等特色项目，让更多人感受马术文化
的魅力。

小学阶段：
统一家教口径
培育正确“三观”

在小学阶段，父母要对孩子进行
价值观的日常渗透，教孩子讲文明懂
礼貌、培养良好的品质等，对孩子良
好的行为给予奖励，对不良行为进行
及时纠正，对错误的行为予以必要的
惩罚。“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需要家长在孩子幼小时加以引导
和培育。”钱志亮说。

同时，注重习惯养成，要引导孩
子养成守时等良好习惯，让其明白

“规律生活很重要”“团结他人与人合
作”等。“良好的生活习惯会向学习习
惯迁移。”钱志亮表示，家长要指导孩
子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制订学习计
划，无论是上学时还是双休日、寒暑
假等都要提前做好计划，督促孩子认

真完成。
钱志亮强调，除了孩子的父母

外，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也应学习家庭教育科学知识，

“家教口径统一、步调一致才能取得
良好效果”。

初中阶段：
加强亲子交流
关注心理健康

“初中生自我意识增强，家长与
这个阶段的孩子沟通时不能居高临
下，要用温和的语气、平等的态度与
孩子沟通。”钱志亮说，家长在为孩子
做好生活保障的同时，更要关注孩子
的心理健康，要多利用送孩子上学
时、在家里吃晚饭时等时间节点，与
孩子充分沟通。

如今，孩子沉迷手机，让很多家
长感到头疼。钱志亮认为，家长首先

要让孩子明白，手机是沟通工具和学
习工具，绝不能将手机变成玩具。同
时，要坚持“两不”原则：“手机不准带
到学校”“手机不能带到卧室”。孩子
若违反规定，要及时予以惩罚。家长
可以根据孩子违反规定的次数进行
相应处罚：没收手机一天、一周、一个
月甚至更长时间。

钱志亮认为，在中小学阶段，家
长应尽可能多地陪伴孩子，加强亲

子交流，通过言语、表情、动作等方
式向孩子传递“我很在乎你”“我爱
你”等信息。孩子有良好表现时，家
长要通过“你真棒”“你真了不起”

“我为你骄傲、自豪”等言语进行积
极鼓励；孩子遇到挫折时，要及时安
慰，帮助其分析原因，用“你能行”

“加油”“别灰心”“再试一试”等言语
鼓励其继续努力。

钱志亮提醒，家长应避免陷入
“孩子成绩不好就是态度不认真”的
认识误区。“家长要充分了解孩子，因
材施教。对于学习能力强、学习态度
好的孩子，要给予更大的自由发展空
间，进行指导式管理；对于学习能力
强、学习态度差的孩子，要督促其端
正学习态度；对于学习能力差、学习
态度好的孩子，要多鼓励，传授更多
学习方法；对于学习能力差、学习态
度差的孩子，要降低预期目标，引导
其端正学习态度，学会做人”。

成绩不好就是态度问题？
北师大教授为家庭教育答疑解惑

■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孩子沉迷手
机，怎么管？”“孩子
不爱学习，怎么
办？”……日前，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教授钱志亮在北
京师范大学海口附
属学校和海南师范
大学附属小学、附
属幼儿园开展公益
讲座，为海南中小
学生家长上了一堂
生动的“家庭教育
课”，线上、线下听
众约18万人次，这
也是北京师范大学
海南校友会特色专
题系列讲座“木铎
毓之行”首次活动。

日前，2024
苏州国际马术周暨

中国小马俱乐部国际
交流赛在江苏省苏州市

举行，海南小骑士马术国
际运动学院（以下简称小骑
士学院）学员林睿怡获得小
学五年级以上地杆赛第 6
名，李丽获得小学三年级至
四年级地杆赛第12名。

今年7月，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马上项目比赛落幕。首
次组队参加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
的海南代表队，派出6名运
动员、12匹马参赛。这也是
海南马术队第一次在国内
大型高水平比赛中亮相。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运动方式越来越个
性化、多样化，看似小众的
马术运动在海南悄然出
圈。近年来，在海南学马术
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者近日对此
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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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术竞赛中，马是小骑手的“战友”。

■ 李晓

为青年人才投身
考古事业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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