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被誉为“中国
第五大发明”的珠算“申遗”成功。有着

#%&&年历史的珠算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带动各地掀
起一股“国粹进课堂”的热潮。目前，我国一些中小学在

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将民歌、民乐纳入音乐课，将
剪纸、年画纳入美术课，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等等。那些仍有生

命力的“国粹”已融入学生的教学和生活当中。
“珠算被大部分人淡忘了，再不推广真要失传了。”上海市少儿珠心算

进修学校常务副校长杨校长介绍，申遗成功一个月来，公众对珠算的态度有
所回暖。这一个月来，打来电话的咨询者多为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是来为
孙辈咨询珠算课程的。他们年轻时都用过算盘，他们希望后辈在学习珠算知
识的同时，也能传承珠算文化。

!&&'年，“抖空竹”项目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北京的上
斜街小学就将该项目引进课堂。近日，学校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工作室”，将多个非遗项目引入教学课程。校长韩建丽表示，
“先让学生玩空竹，然后再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干细活的能力、手

眼协调能力、设计能力……许多传统国粹对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培
养都有帮助。”

“云南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这是我们云艺最大的
资源优势。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设

计学院的改革无形中实现了对云
南民族文化的

传承。”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
院院长陈劲松近日表示，学院经常邀请云
南的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这不
仅让学生在日常学习中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也让大师、
传承人从学院汲取到一些创意和新思维。

每逢周三下午，宁波市江东东柳街道的罗慧都会去宁波四明中
学给“刺绣社”的 $&名学员上课———教他们学刺绣这门古老的民间技
艺。在学校里，像这样的“非遗”选修课还有好几种。校长张业民介绍，
学校在设置选修课目时陆续引进了太极拳、剪纸、刺绣、茶艺等“国粹”。
本来还担心这类课目会遭到冷遇，结果网上报名一开始，这些选修课就被同
学一抢而光。

有人认为，珠算等课程作为一项实用技能，已经没有了作为普遍开展的
课程的必要性。中国是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如果每一
样“非遗”都走进课堂，那么学生将在无形中增加许多负担。这些“非遗”
项目完全可以通过博物馆、文化馆等渠道加以普及，或者像象棋一样通
过民间爱好者相互比赛等形式进行传承。

进课堂并不是“国粹”的唯一出路。就拿已经进入一些地方中
小学课堂的书法、京剧来说，如今也很难说达到了“普及”程
度。创新才是真正将这些遗产传承下去的最佳出路。此
次珠算申遗的成功或许是一个契机，提醒国人
重视文化瑰宝，让传承的链条延续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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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珠算”申

遗成功，河南省许昌市

古槐街小学开展珠算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学生

们用我国古老的计算工

具———算盘 （珠算） 进

行了试题计算。珠算计

算既培养了学生们对传

统计算工具的操作能力，

同时又体会到非遗文化

的魅力。 耿国庆摄

陈玥（右）是江苏省海门市余东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年

前，学校聘请专业老师在校内开设京剧课并成立雏凤少儿京剧

团，陈玥主动报名参加，从此接触并深深喜欢上了京剧。她参

演的节目在不久前举行的江苏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节上获得

了金奖，主演的《穆桂英挂帅》更成为南通和海门一些大型文

艺表演的必选节目。 黄 哲摄

位于甘肃东部山区的庆阳市环县，

是中国道情皮影之乡。为了保护和传

承好道情皮影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

!&#$ 年，环县职业中专学校成立了皮

影艺术学习班，聘请当地的皮影老艺

人和传承人为学生授课。 郭 刚摄

“彩调”!&&(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彩调”原为北方柳子

戏，清代传入广西桂北后，与当地民间俚曲小调结合，成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剧种，至今已有

#&&多年历史。图为在广西融安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们在排练“彩调”剧。 黄孝邦摄

广西靖西县新靖镇亮表村福巷屯是桂

西南提线木偶的发祥地，其独特的木偶戏

演唱活动至今已有 $&&多年的历史。当地

民间艺人将木偶技艺搬进校园，让广大学

生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共

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让优秀的传统民间

文化得以良好传承。 赵京武摄

!&#$年 ##月 %日，山东省东营市

东营区史口镇 )* 岁的魏家舞龙队队长

魏树东在镇中心中学讲授舞龙技艺。近

年来，东营区积极推动“非遗”进校

园，吕剧、短穗花鼓、草编、舞龙、打

老虎等民间艺术纷纷进入校园，深受孩

子们喜爱。 刘智峰摄

北京市怀柔区长哨

营满族乡小学二年级学

生正在专注地参加课外

满族民间传统剪纸活

动。小学生们在乡村民

间艺人指导下，学习民

间剪纸基本技巧，了解

传统民间剪纸历史，感

受满族民间传统剪纸的

魅力。 卜向东摄

!"+$ 年 +! 月 +( 日，在山

东聊城大学学习的几名外国留学

生在聊城市东昌府木版年画社，

向木版年画艺人了解东昌府木版

年画的起源，学习制作工艺和技

巧，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东昌

府木版年画”已有近 $""年历史，

与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并称山

东两大民间年画，!""% 年 ' 月被

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张振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