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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教育

开设各类社团，让学生更加系统、
规范地接触非遗文化；把非遗与美育、
德育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编演作品……
近年来，各地积极鼓励和引导各级各类
学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非遗活动，促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后继有人是实现非遗活态传承的
前提条件，也是让特色浓郁、积淀深厚
的非遗文化展现持久魅力的关键所
在。作为非遗传承的重要场所，各级
学校特别是中小学的校园文化建设，
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重要意

义。在一次次参与、一场场讨论、一系
列活动中，广大学生既可以体验非遗
文化的魅力，也能加深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了解，增强文化自信，培养爱国情
怀。

非遗进校园活动，有利于加大优
秀传统文化传播普及力度、促进优秀
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现代教育体系深
度融合。也要看到，不少学校在实践
中，存在形式灌输多、内涵把握少等问
题。着力活化非遗教育教学，既要在
活动的丰富性、多样性上做文章，又要
注重活动的延展性，引导青少年准确

把握非遗文化的深刻内涵，增进学生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让非遗之花在校园绽放新的
光彩。

非遗进校园，目的是让优秀传统
文化走进孩子们的心里。要“走心”，
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开展文体活动。一
方面，要注重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龄
阶段的学生特点，组织开展一些有针
对性的讨论、学习，深入挖掘非遗文化
的内涵，让学生形成自己的感悟。另
一方面，要将非遗进校园作为一项长
期工作来抓，纳入学校教育教学长远

发展规划，不仅要将非遗文化引进校
园，而且还要让其长驻校园。

非遗是“活”的文化，需要学生将亲
身体验、实际操作与探究式学习结合起
来，在丰富实践中感受文化精髓，在“知
行合一”中收获成长。比如，学生可在
教师或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动手操作，了
解非遗制作技艺。在数字技术加速演
进的当下，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优质资
源，以多媒体平台扩大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的渠道，拓展非遗进校园的深度和广
度，让非遗文化真正在校园“生根发
芽”。 （泱泱）

非遗进校园 文化共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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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起那三弦打起个板，陕北说书走上
台。民间艺术人人爱，一代一代传下来。不
说天，不说地，单说延安的新天地。延安的
山，延安的水，延安的人民实在美……”7月2
日下午，在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五育润童
心 特色绽芳华”社团活动期末成果汇报演出
现场，该校陕北民俗社团的陕北说书节目《唱
响多彩新延安》正在精彩上演。

在绿茵操场铺就的临时舞台上，只见该
社团的孩子们身穿白羊肚大褂，头戴白羊肚
手巾，手执三弦，稳坐高凳，连弹带唱，时而高
亢激昂，时而婉转优美，时而你唱我和，时而
你问我答。他们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演出
不时赢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校长都小花介绍，该校的陕北民俗社团
成立于2017年。社团成立之初，为让孩子们

学到更加传统的民间艺术，由喜欢陕北说书
的支部书记段延生老师担任起了该社团的负
责人，并且还特别聘请了部分民间艺人、曲艺
技术员担任社团指导老师。

教学过程中，段延生老师把自己学到的
传统技艺全部教给了学生，还在传统曲目的
基础上，引导孩子们自己创作曲目进行弹
唱。在孩子们的带动下，学校部分老师也利
用休息时间加入了该社团的队伍，并和社团
的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参加演出。多年来，该
社团受邀参加了宝塔区“美德少年”颁奖晚
会、市少年宫文艺演出、市“六一”晚会等多
场演出。

如今，陕北民俗社团已经成了柳小一张
靓丽的名片。在该社团学习了3年的学生李
宇晨说：“陕北说书特别有趣，不仅节奏轻快，

还可以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赞扬
家乡的语句编进唱词里。今后，我要更加努力
地学习，将我们的民间文化和技艺传承下去。”

据了解，除陕北民俗社团外，此次共有26个
社团参加该校的社团活动期末成果汇报演出，
其中有 8个是非遗特色社团。“学校社团活动是
践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学生审美情
趣、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的重点环节。”校长都
小花说，“柳林小学创建于 1942年，有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红色根脉。新时代，新征程，新使
命。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传承好优秀传统文
化，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高质量推进
素质教育，让‘五育并举’在柳小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为培养更多具有艺术素养和创新性人才
而不懈奋斗！”

（记者 樊江江 通讯员 冯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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