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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苏省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二十四节

气龙风筝专题展上，百米长的“东方巨龙”迎风盘

旋。龙身由一片片龙鳞风筝串联而成，每一片都

有学生绘制的节气图案，令人过目难忘。

“这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让我们用眼睛去发

现，用小手去创造，装扮有文化味的龙年新春。”寒

假前一天的返校日，省级非遗传承人曹红来到学

校，与美术学科老师一起布置了以“风筝漫游”为

主线的特色作业。龙风筝、福寿三多风筝、沙燕

风筝，曹红一边向学生展示，一边分享扎纸技艺。

三年级学生肖若芸、肖若萱两姐妹听得仔

细，记在心里，放假没几天就拉着父母来到秦淮

河畔的非遗馆参观。在二楼，她们很快找到曹红

的展铺，风筝、花灯等工艺品琳琅满目。家长与

孩子现场录制寻访视频，介绍探访非遗之旅的收

获和感想，计划开学后在班级里分享。

“我们还设计了风筝纹样、文创、海报等作业

选项，引导学生沉浸式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美术教师颜梦婷告诉记者。

据了解，今年寒假的特色作业是该校美育教

学的延伸。多年来，瑞金北村小学将风筝纳入文

化育人工作，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开发校本课程，

该校成为南京市秦淮区非遗进校园试点校。一

方面，将校本课程引入课后服务，开设精品社团，

推动风筝技艺深度习传。另一方面，探索家校社

协同，带领学生走进传承人工作坊，并与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等学校的学生社团展开共建，帮助学

生实现美育浸润。

“我们力求通过整合多方力量，带领学

生在立体的课程体系和多元的文化活

动中，充分感受非遗魅力，实现润

泽童心的美育目的，从而助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该校副校长衡雷表示。

江苏省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

感受非遗魅力 实现美育目的
本报记者 黄 超

大红的灯笼，喜庆的对联，

精美的窗花，满满“中国红”，浓

浓“文化味”。

年俗，向来是中国人最讲

究 ，也 最 斑 斓 的 文 化 习 俗 。

辞旧迎新的春节，寄托了

亲友团聚的美好期盼，

也孕育出异彩纷呈的

传 统 文 化 。 从 民 艺 到

舞 乐 ，从 风 物 到 美 食 ，不

少学校布置的寒假作业，都

围绕这些传统文化意蕴展开。

学生们在完成作业的同时，走

进传统节日，感受文化魅力。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智 慧 结 晶 和 精 华 所

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族记

忆 和 民 族 精 神 。 加 强 中 华 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引导

青 少 年 学 习 中 华 文 明 的 悠 久

历史，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 ，理 解 中 国 道 路 的 历 史 必

然，在启迪心智、浸润涵养、陶

冶 情 操 中 ，滋 养 家 国 情 怀 ，坚

定奋斗方向。

传统文化教育，如何落地

生 根 ？ 体 验 式 教 学 ，尤 为 切

题。临摹名家书法，品鉴汉字

的 美 学 意 境 ；剪 窗 花 、扎 风

筝 ，体 会 民 俗 技 艺 的 匠 人 匠

心 ；去 博 物 馆 研 学 ，领 略历史

的 辉 煌 灿 烂 …… 在 一 次 次 动

手 制 作 、一 场 场 参 观 体 验 、一

项项调研实践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种子，埋进了青少年

心田。要落地生根，光靠学校

一方还不够，既要充分发挥课

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又要注重

课 外 活 动 和 社 会 实 践 的 重 要

作 用 ，还 要 加 强 家 庭 、社 会 与

学校之间的配合，各方同向同

行，才能形成合力。

传统文化教育，如何推陈

出新？一段时间以来，文化市

场涌现出一大批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意产品，备

受青少年喜爱。从妙趣横生的《只此青绿》，到形式多样

的非遗文化体验、博物馆数字展览，再到频频出圈的拜

年服、龙头帽等，越来越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从民间走上

舞台，从线下走到线上。可见，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停留

在课本，要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创意、新平台，进行创新

性表达，融入各类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中。

经典浸润，以文化人，传统文化教育的功效是深沉

而恒久的。为此，要着力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日常教学

中，融入生活实践中，用润物无声的方法，用循序渐进的

步骤，让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进一步走进青少年

内心，引导青少年在亲近中热爱传统文化，在热爱中弘

扬中华文化，在弘扬中勇担复兴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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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灰黑胶泥，在模子里按压成型，背后留孔，

再烧制上色……经过十几道工序，一个个造型浑朴、

色彩艳丽的陕西西安鱼化“泥叫叫”就做成了。委婉

回转的哨声一响，便勾起许多陕西人的童年记忆。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鱼化“泥叫叫”具

有丰富的文化特色和商业价值。如何让更多人喜爱

“泥叫叫”？怎样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带着问题，西北大学一支寒假社会实践队展开调研。

“作为外地人，我一开始对‘泥叫叫’其实很陌

生。但当我们在鱼化寨实地探访，与非遗传承人深

入交流后，我感受到了其背后高超的制作工艺和独

特的文化价值。”实践队队长、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 2023 级学生曾思颖说，“此后，‘泥叫叫’那种丰

满、古朴、简练的形象就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但在调研中，实践队也发现，“泥叫叫”存在着创

新性不足、市场影响力小等问题。怎样让非遗“活”起

来？曾思颖介绍：“通过走访、问卷等形式，我们梳理

出一些路径。如充分调动顾客内心文化认同，让他们

在动手实践中，体会制作的快乐；联合热门卡通形象，

推出文创纪念、盲盒等产品；在名胜古迹周边打造沉

浸式体验馆，让非遗工艺和旅游景区配合发展等。”

“实践出真知，当学生们有了真实的体验和思

考，才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才能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实践队指导老

师、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任都甜说。

据介绍，西北大学着力将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融入育人实践，面向学生常态化开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等通

识 课 程 ，不 断 扩 大“ 侯 外 庐 学 术 讲

座”“我们的节日”等品牌活动，

重点建设书法、戏曲、曲艺、民

乐等师生社团，不断增强

学 生 的 文 化 自 信 和 文

化自觉。

西北大学寒假社会实践队—

注重非遗传承 融入育人实践
本报记者 丁雅诵

“请大家以刚刚提到的釉色与纹饰为线索，去展

厅中展开‘寻宝’，寻找对应的御窑瓷器。”在江西省

博物馆，一堂御瓷发展史讲授正在展开。这场为配

合“御瓷归来”主题特展推出的活动，成为许多学生

翘首以盼的寒假文化盛宴。

“我知道，这是青花云龙纹天球瓶。”“这件御瓷

还是我家乡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的呢！”学生们在展

厅打卡、集章、答题、闯关，在一件件精美的御瓷中感

受中华文明的古老积淀。

每一件文物，都是启迪青少年热爱祖国大好河

山、激发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生动教材。“课堂讲解、

实地参观、趣味活动，种种形式受到了孩子们的广泛

欢迎。”江西省博物馆开放教育部主任娄慧莹介绍，

除了“御瓷归来”，寒假期间还将推出“博物馆里过大

年”新春系列活动，为青少年带来特别的春节体验。

江西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以此为切入点，江西省博物馆近年来策划推出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不仅“请进来”，还

主动“走出去”，深化馆校合作，推出“三点半博物馆”

课后服务体系，为孩子们开启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

不久前，“三点半博物馆”走进南昌市育新学校，

为同学们带来充满趣味的博物馆课程。同学们或是

加入“探险队”，走进神秘的青铜王国；或是唱响经典

红歌，聆听红歌背后的感人故事。江西省博物馆社

会教育教师徐晨颖介绍，“三点半博物馆”结合馆内

经典卡通形象，讲述江西历史文化，培养学生爱国情

怀，项目荣获第二届全国文博社教十佳案例。

“用心用情，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的文化盛宴。”江西省博物馆馆长管理表示，将

大力发挥社会教育职能，拓宽少年儿童知识渠道，不

断推动博物馆资源向教育资源转化，为传统文化的

传承丰富载体，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江西省博物馆—

打造第二课堂 拓宽知识渠道
本报记者 闫伊乔

“我们剪的窗花入选市级展览啦！”得知自己

参与的剪纸作品“津门旧貌换新颜”入选了“我家

的窗花”天津市学生剪纸迎春作品展，天津市静

海区大丰堆镇中学学生李祖妍十分开心。

五大道、天津港、大港油田、“天津之眼”摩天

轮……同学们用巧手剪出天津的历史与当下。

“通过剪纸将自己的所见所思变成艺术作品，创

作过程充满乐趣。”李祖妍说。

一幅幅展板、一张张窗花，天津市少年儿童

活动中心一楼大厅里，学生们的作品吸引了许多

人驻足欣赏。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体美劳教育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寒假，天津市教委组织开

展丰富的美育活动，剪纸迎春作品展便是其中之

一。各校鼓励学生创作剪纸作品，参加校级、区

级、市级展览，引导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一张张红纸，一把把剪刀，剪出生肖龙、舞

狮、花灯、蜡梅等图案，“年味”跃然纸上。天津市

南开中学学生们完成了题为“春节”的窗花作品。

“孩子们提前查阅资料、欣赏优秀作品，了解与春

节相关的习俗，并在实践中熟悉了剪纸艺术，提

高了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指导教师黄山说。

从锯齿纹、月牙纹、云纹到各种复杂图案，天

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学生李沁璐在社团活

动中一步步学习剪纸技艺。为了让学生体会传

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老师还鼓励学生将作

品贴在团扇、纸袋上，用剪纸装点美好生活。

“剪好龙年窗花后，我把作品带回了家，迫不

及待地将它贴到了卧室窗户上——爸爸妈妈都

夸我，说比外面买的窗花还要漂亮。”李沁璐说。

据悉，在剪纸迎春作品展中，还设置了“大师

家的窗花”活动，在天津市的名人故居展出学生

作品。天津市东堤头中学学生鲁思琦创作的套

色剪纸作品便入选其中。“看到游客们欣赏我的

作品，特别有成就感！”鲁思琦说。

天津市学生剪纸迎春作品展—

学习剪纸技艺 装点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武少民 吴 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用传

统文化精髓滋养青少年，有利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养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寒假期间，各地各校开展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引

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爱上传统文化。本期教

育版，我们选取一些地方和学校的实践，看优秀传统文

化的种子如何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编 者

图①：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春光小学师

生制作的花馍。 郝群英摄

图②：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中心

小学学生在训练舞狮。 李 军摄

图③：江苏省镇江市远洋社区，志愿者指

导小朋友体验拓印木版年画。 石玉成摄

图④：安徽省黄山市屯溪示范幼儿园的

小朋友在表演传统民俗踩街。 施亚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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