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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開學第一課》由中央宣傳部、教
育部和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主辦。在天地連
線的太空課堂上，包含 「航天駕駛員、航天飛
行工程師、載荷專家」 三個航天員類型於一體
的神舟十六號乘組，送出了他們逐夢太空的秘
密法寶，鼓勵同學們勇於探索，奔向心中的夢
想。航天員景海鵬提到了堅如磐石的初心。
「高三時想過，如果我 『上不了天』 ，就來研
究上天的東西。」 航天員朱楊柱送給同學們的
是不斷探索的進取心，航天員桂海潮送出的是
求知若渴的好奇心。他在20年前，在廣播裏聽
到神舟五號發射成功，心中點燃了對航天的興
趣， 「為了實現第一次飛天夢想，用了10年時
間。」

聚焦文化工程溯源中華歷史
《開學第一課》還從文化傳承工程、中華

文明探源的考古新發現等角度溯源歷史，尋脈
中華，呈現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盛景。節目精
選三個國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國國家版本
館、《儒藏》《中國歷代繪畫大系》，着眼於
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的大範疇，貫通歷史、現
在和未來。

中國國家版本館集圖書館、博物館、檔案
館、美術館、展覽館於一身。在這裏，從浩如
煙海的文卷，珍貴的文物、簡牘、雕版、拓
片，再到不同年代的連環畫、唱片，都能被找
到。《儒藏》工程首席專家王博教授則為同學
們講述世代流傳的典籍背後的守護故事。《中
國歷代繪畫大系》工程副主編金曉明帶領同學

們 「畫中遊」 ，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考
古學家高星則通過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
講述人類起源、演化歷史，追溯中華文明起源
和發展的歷史脈絡。

學生：願為祖國建設添磚瓦
課堂裏，抗美援朝戰場上的飛行員陶偉和

首次駕駛殲-20飛機為第九批志願軍烈士遺骸
歸國護航的飛行員張威，帶同學們感受解放軍
戰士不畏犧牲，保家衛國的無私精神。 「拉
索」 首席科學家曹臻向同學們介紹了中國自主
設計、獨立建設的複合型高海拔宇宙線觀測站
「拉索」 的前世今生。實景課堂則帶領同學們

走進武夷山國家公園，觀察神奇昆蟲；走進江
蘇鎮江，見識農業 「黑科技」 。

「強國復興有我」 ，北京的小學生劉同學
表示，在節目中，聆聽了諸多領域前輩們的精
彩講解，非常感動。作為新一代少年，一定會
努力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保持初心、好奇心和
進取心，希望未來能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

到中國國家版本館見證文脈賡續、與神舟十六號乘組天地對話、到數字農場體

驗 「科技種地」、在中國航空博物館聆聽英雄故事……以 「強國復興有我」為主

題，大型公益節目《開學第一課》1日晚在央視、學習強國等多個平台播出。航天

員、文化學者、考古專家、科技領軍人、兩代飛行員等一批重量級嘉賓匯聚課堂，

講述奮鬥故事，描摹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壯麗圖景，激勵學子昂揚向上。其中，正

在太空出差的神舟十六號航天員乘組連線節目現場，為同學們送出 「上進心」 「好
奇心」和 「初心」三件開學禮物，勉勵同學們勇於探索、追求夢想。

《開學第一課》連線航天員 勉勇敢追夢
央視訪談權威學者 激勵學子強國復興有我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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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多位院士及專家化身 「科學教師」 ，為
北京市的中小學生們帶來 「開學第一課」 。在北京

八十中校園內，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天文台研究員汪景琇以《王
綬琯院士科學家精神》為題，開啟孩子們本學年的科學課。中國工
程院院士、核物理工程技術專家杜祥琬則給學生們帶來《能源的故
事》。 「國家需要年輕人成長為各科學門類的領頭羊，期待科研工
作者都走到學校中去，激勵中小學生投身科學。也希望學生能走出
教室，了解科學家究竟在實驗室做什麼，選擇感興趣的領域深入體
驗，並最終確定自己所痴迷、願意鑽研的科學事業。」 中國科學院
國家天文台研究員韓金林說。

據北京市科協教育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由院士、學者等組成
的 「科學家精神宣講團」 將從9月1日起分別走進北京多區近30所中
小學校，引導孩子們傳承中國科學家精神。此外，北京市科協還策
劃推出 「2023年北京 『院士專家講科學』 災區重建科學教育支援行
動」 ，將在今年10月前重點走進門頭溝、房山遭遇洪災地區及教育
資源薄弱的遠郊區校園，結合青少年感興趣的航空航天、生命科
學、人工智能等主題，邀請院士、研究員等專家與學生面對面交
流，以妙趣橫生的科學故事、寓教於樂的互動體驗，引發青少年的
追問和探索。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

《開學第一課》是自2008年
起教育部與中央電視台合作的大

型公益節目，於每年9月1日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央視綜合頻道播出。節目針對中小學生的特點而

設計，針對當年最重要的事情選定節

目內容。2023年《開學第一課》以 「強國復興有
我」為主題，從傳統文化、文明探源、生態文
明、鄉村振興、國防教育、科技創新、 「一帶一
路」等方面，全景展示中國式現代化的萬千氣
象。

院士專家校園說故事
播撒科學種子

寓教於樂

《開學第一課》可以教給
孩子們什麼？自2008年開播

以來，這檔由中宣部、教育部與中央廣播電視
總台主辦的公益節目緊扣時代脈搏，每年通過
不同的主題，以科學家、文化學者、航天員、
軍人、一線勞動者代表等的真實故事，鼓勵青
少年不懈奮鬥，接過強國建設接力棒。

歷年的《開學第一課》都會根據當年所發
生的重大事件選定內容，主題往往既能反映出
時代的脈搏，也能和億萬家庭產生共振。例如
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的背景下，節目以 「知識
守護生命」 為主題，對全國孩子們進行應急避
險教育和生命意識教育。2019年 「五星紅旗，
我為你自豪」 的主題，為全國中小學生講述了
新中國成立70年來5個與五星紅旗緊緊相連的高
光時刻與動人故事。很多人表示 「這個主題喊
出了全體中國人的心聲」 ；2020年在北京、武
漢同時設置課堂，以 「少年強，中國強」 為主
題，講述戰疫故事，傳遞 「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 的價值理念。

教育部明確 「《開學第一課》是中小學教

育的重要環節，是加強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
要契機，並將作為中國夢主題教育活動和開學
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今，開播十五年的
《開學第一課》已是很多家庭、學校開學必看
節目。正如節目創始人許文廣所闡述的， 「教
育就是用生命影響生命，嘉賓個人的身教，比
完全講道理有着更好的效果。」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

言傳身教 用生命影響生命
記者觀察

▲1日晚播出的《開學第一課》上，神舟十六號
航天人乘組連線節目現場。 視頻截圖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帥誠廣州報
道：9月開學季到來，廣東多所高校近日陸續迎
來新生，今年內地招收DSE香港考生的高校增
加至132所，港生赴內地求學的機會又多不少。
在暨南大學，今年是首個疫情放開後的開學
季，家長陪同新生拉着行李箱前來報到的熱鬧
場面又再恢復。 「香港和廣州距離不遠，交通
很方便。」 暨南大學香港新生李倚嫻告訴大公
報，在學校四海書院報到時發現原來書院會舉
辦很多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活動， 「可以這麼
近距離地接觸傳統文化，我對開學的生活更加
期待了！」

來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香港新生歐
韻曦大讚校園環境很漂亮。 「選擇來廣州讀
書，是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相信這
裏以後也會成為一個科技創新的中心。」 另一
名香港新生梁宇軒表示，看到世界技術的發展
趨勢，自己未來會專攻人工智能方向，希望以
後學有所成，能在大灣區發展。

除了高校外，廣東的中小學也迎來香港新

生入學。1日，廣東佛山首家港澳子弟學校也迎
來超過250名新生入讀。這是廣東設立的第三家
暨大港澳子弟學校。來自香港的暨大港澳子弟
學校總督學賴永春勉勵學生 「新學期有一個好
的開始」 ，在港澳子弟學校的課程體系裏學習
到足夠多的知識，成長為全面發展的優秀人
才。

粵高校開學 港新生看好灣區科創發展

▲9月開學季，暨南大學的新生在報到處拍照留
念。 受訪者供圖

▲在河南省一所中學，學生集體在教室觀看《開
學第一課》。

《開學第一課》

《開學第一課》
2023年新亮點
實景課堂 行走中國

採取多地、多主題實景課堂全
新模式，帶領學生走入田間地
頭、國家公園、文化地標，縱
覽祖國大好河山，讀懂中國歷
史、感知中華文明。

文化工程 尋脈中華

走進國家版本館、《儒藏》、
《中國歷代繪畫大系》等三個
國家重大文化工程，着眼於
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的大範
疇，貫通歷史、現在和未來

強國建設 「復興有我」
「八一勳章」獲得者、二十大
代表、時代楷模、航天員、科
學家、文化學者、一線勞動者
代表等用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奮
鬥足跡傳播知識，傳授美德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整理

開學首日 豐富多彩

▲9月1日，在安徽省淮北市第三實驗小學，學生們背着書包陸續走進校園。 新華社

在合肥市某小學，家長帶着
一年級新生在 「開筆禮」 儀

式上用毛筆寫 「人」 字。 新華社

開筆破蒙 在甘肅省蘭州市七里河區第
二小學，老師在為一年級新

生點硃砂啟智。 新華社

硃砂啟智

在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沙湖
橋小學，一年級新生在敲

鑼，寓意擊鼓 「鳴」 志。 新華社

敲鑼鳴志 福建省廈門市檳榔小學學生
在新學期開學式上誦讀古

詩。 新華社

齊頌古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