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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校园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实验幼儿园
教育集团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春季开学日，开
启了孩子们新学期的欢乐篇章。活动在一场
灵动活泼的醒狮表演中拉开帷幕，趣味签到
别出心裁，为新学期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在
开学第一课的活动中，非遗与科学探索在这
里完美融合，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园内处处洋
溢着古韵与童趣。

2月17日，在天津市纯皓小学，“少年话
非遗”主题课堂暨“开学第一课”活动刚开

始，艾氏针灸诊疗技艺传承人艾旭就以一段
充满激情的话语抓住了同学们的注意力：

“在《哪吒之魔童闹海》里，不仅有热血的冒
险，更藏着中药知识的宝藏，今天，就让我们
跟着哪吒的脚步，踏入神秘的中药世界。”艾
老师借助电影中的药材清单展开讲解。这份
清单里的三七、蒲黄等药材，每一味都有着
独特的功效。艾老师拿出真实的药材展示给
同学们，详细介绍了这些药材的功效，同学
们认真学习，踊跃提问。随后，国家级非遗项

目天津面塑的两位传承人张亚杰和郝玉珩
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充满欢乐与创意的面
塑体验互动课，带领同学们制作面塑哪吒。
在老师们的悉心指导下，同学们动手尝试，
揉面、塑形、装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不一会儿，各具特色的哪吒面塑作品便
摆满了桌面。

从申遗成功后的首个“非遗春节”到首个
非遗开学第一课，非遗的薪火正在校园中点
燃，文化的根脉正在滋养孩子们的心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为了让年

轻一代更好地了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遗进校园活动应运而生。这不仅是文化的传递，更

是心灵的对话。通过非遗技艺的展示、体验与互动，

学生们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激发对文化遗产的热爱与保护意识。

非遗大师演绎蜀韵芳华

四川清音《幺儿嘞》最近走红网络，其独
特的唱腔、动人的旋律、感人的情绪，打动了
无数听众。其实四川清音的魅力远不止于
此，它早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成为四川的文化特产。

2月18日，在成都市文化馆，一场别开
生面的四川清音技艺公开课在成都市锦江
区开讲。活动以“半入江风半入云”为主题，
邀请四川清音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任平来到
现场授课，生动分享传承故事。

琵琶声起，台上，优雅的女性亮相，用清
亮、柔美又有力量的声音将现场观众带入了
清音的美妙世界。她叫任平，是成都市文化
馆副馆长，也是四川清音的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多年来，她始终走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路上。

现场，任平和四位琴师相互配合，通过
讲述结合表演的形式，向观众阐述了四川清
音哈哈腔、弹舌音、贯口等三大特点。

活动中，主持人周东指着大屏幕上的一
张黑白老照片，请任平看图识人说故事。这
是一张几十年前成都文艺界名人聚会的合
影，每一张面孔都令任平动容，她第一眼就
认出了其中的两位先生——师父程永玲、师
婆李月秋。

如今，任平仍在传承发扬四川清音文化
的路上不断前进。多年来，她带领团队与成
都多所学校建立联系，推进四川清音进校
园。如今，与任平合作开展四川清音进校园
传承、普及和教学活动的学校，已经发展到
10多所，每所学校还会结合自身的办学特
点、校园特点创作新的四川清音节目。

当天，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校
长徐丹也来到活动现场，她认为，学校与曲
艺团队共同开展公益活动，能够让孩子们
接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感受曲艺
演员们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因为那一
份执着和热爱，才能够把孩子教育得更
好。”任平也希望接下来在锦江区的支持
下，进入更多的学校扎根，将四川清音带给
更多的年轻一代。 （据封面新闻）

时下，非遗进校园是不少学校落实素质
教育的抓手，在开阔学生眼界、陶冶学生情操
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育人效
果并不显著，还需要提升和改进。

“将鄂尔多斯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深度
融合，通过科学利用文化资源实现文化保护
与旅游发展的和谐共生；将传统音乐、舞蹈工
艺等鄂尔多斯文化纳入学校课程，增强年轻
一代对家乡文化的认知与兴趣；通过民俗节
庆工作坊等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让年轻人
亲身体验家乡文化，增强文化认同……”这是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第二中学高一403
班学生在学习家乡文化生活这一单元时，为
家乡写下的建议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似时间长河中的潺潺
流水，滋润人们的心灵，是个体精神生活的重

要依托。”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第二中学
教师张晓芳将教学重点锁定在访谈调研鄂尔
多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她说:“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语文教学提供了鲜活且独具魅力的
资源。通过对其探究学习，增强了学生的文化
自信，也锻炼和提升了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运
用语文知识进行观察记录、表达交流的实践
能力。”

为了进一步发挥好传统节日、家庭教育
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安徽省阜
阳市颍州区清河路一小的老师们在今年寒假
把非遗与美育、德育结合起来，以“舌尖上的
年味、足尖上的年味、指尖上的年味”为主题
开展了一系列的假期实践活动。

花鼓灯是一种融歌、舞、戏于一体的淮河
流域特有的民间艺术，被誉为“东方芭蕾”。三

年级学生陆安琪对家乡庙会上表演的颍上花
鼓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民间艺人的指导
下，陆安琪在短短一周内就学会了“平足步”，
她还在练习中发现，花鼓灯的基本动作很多
都来自生活，比如自己正在学习的“簸簸箕”
动作，就和奶奶平时劳动的时候很像。

“让孩子们从非遗的观赏者成长为传承
创新的践行者。”在谈及设计这项假期实践活
动的目的时，校长许娟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其他文化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不依赖文字
等物质性载体，而是口口相传、代代传承。学
校以体验式、沉浸式的假期实践活动模式让
学生自主探索并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非遗成了“年味”十足的“大思政”系列
活动课，能大力提升学生对家乡文化的了解
与热爱。

2021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将非遗融入国民
教育体系，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使之成为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
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载体。

如何让非遗更好地传承下去？多方合力
推进非遗更多走进校园，鼓励非遗传承人多
去校园寻找小“传承人”是关键。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红河县钰尼文化艺
术传承中心校长，杨钰尼希望把乐作舞这项
非遗传播出大山，带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
了解和欣赏。

2015年，杨钰尼创办了红河县钰尼文化
艺术传承中心，开展四季生产调、多声部民
歌、乐作舞等传承教学。杨钰尼以文化艺术传
承中心为阵地，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等活动，
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他们

尝试把流行元素和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比
如在国家级非遗彝族海菜腔里加入电子乐的
元素，进一步丰富听觉体验，尝试将爵士乐的
律动也融入乐作舞中。多年来，杨钰尼和团队
累计培训学员3000余名，让许多来自大山的
孩子感受到非遗的非凡魅力。

2024年秋季学期，北京市发布“课间十
五分钟”新政，语文教材中的非遗元素也为落
实这项新政提供了素材。四年级下册《陀螺》、
六年级上册《竹节人》两篇课文充满童真童
趣，围绕玩具的制作和玩耍经历，展现了非遗
的魅力。结合课间十五分钟，教师可以带领学
生制作游戏道具，组织开展传统游戏，学生们
到操场上抽陀螺、在教室里斗竹节人，在体验
游戏快乐的同时加深对非遗的理解。

2018年，济南教育、文旅部门联合启动
“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融合工程”，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在孩子心中“生根发
芽”。自2018年以来，该市连续多年，每年列
支市级财政资金，累计遴选扶持187所学校
参与“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融合工程”，支持
学校与非遗传承人签订教学协议，遴选德艺
双馨的非遗传承人到校授课。出版《中小学非
遗示范课例——基于国家课程标准下》一书，
建立了非遗十大门类与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
程的链接。根据学校需求、教学特点及学生接
受程度，“一校一项（非遗项目）”向学校提供

“点单式”服务，形成“全面开花”的非遗教育
格局。得益于“非遗进校园”，529名学生被命
名为“泉城非遗娃”，万余名学生接受了非遗
传承文化教育，一批青少年成长为非遗的热
爱者、传播者、传承者。

（综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
报》、东南网等）

新闻多一点

2 月 17 日 ，
重庆市梁平区实
验幼儿园邀请梁
平木版年画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
徐家辉为孩子们
上课。通过听取
梁平木版年画的
历史渊源、拓印
技 术 要 点 等 介
绍，以及体验梁
平木版年画的制
作技艺，孩子们
感受非遗魅力，
激发了他们对传
承非遗的兴趣。
图为徐家辉在指
导孩子们印制梁
平木版年画。

刘辉摄

文化根脉润心田

元素成为开学第一课主角非非
遗遗

让 在思考与实践中得以传承非非
遗遗

多方联动推进 更多走进校园非非
遗遗

非遗润心 向美而行
◎ 刘霁月

非遗进校园活动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
教育活动。它通过将非遗技艺引入课堂，让
学生们在学习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在实践中领悟文化传承的意义。这种
教育方式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为非
遗的传承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活动中，学生们不仅能够看到非遗技艺的
展示，还能参与制作。例如，剪纸、泥塑、刺绣等
传统技艺的体验课程，让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
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沉
浸式的学习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
也让他们对非遗技艺有了更深的理解。通过亲
身参与，学生们不仅学会了技艺，更领悟了非
遗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

非遗进校园活动不仅是技艺的传授，更
是文化自信的培育。在全球化背景下，年轻
一代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如何让他们在
多元文化中保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同与热爱，是非遗进校园活动的重要目标。

非遗进校园活动的成功开展，离不开社
会各界的支持与协作。政府、学校、非遗传承
人以及社会组织的多方联动，为非遗进校园
提供了有力保障。

学校是非遗进校园活动的主要实施者。
许多学校通过开设非遗课程、举办非遗展览
等方式，将非遗技艺引入校园。例如，成都市
树德实验中学（西区）开设了川剧脸谱工作
坊，通过“大师讲堂”“融创课堂”“创意绘制”

“校园文创”等形式，开展多元化川剧脸谱教
学活动，培养孩子们的综合实践能力，让每
个孩子都能亲身感受川剧脸谱的无穷魅力
和独特文化价值，让川剧文化薪火相传。

非遗传承人是非遗进校园活动的重要
参与者。他们通过走进校园，传授技艺，成为
学生们心中的“文化导师”。非遗进校园活动
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年轻一代
文化自信的有效方式。通过非遗技艺的展
示、体验与创新，学生们不仅感受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在实践中领悟了文
化传承的责任与意义。

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非遗元素走进校
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非遗的种子在校园中生根发芽，为中华文
化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