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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走进校园非遗走进校园 让文化印记代代相传让文化印记代代相传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脉所在，而丰富

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沉淀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经

验，承载着一座城市深深的历史烙印。宁波也不例

外。随着“双减”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走

进了甬城中小学课堂，于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

多了一个重要的通道。对于这些“老底子”，孩子们

从一开始感到新鲜到渐渐熟悉，乃至喜欢上了这些

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事物。另一方面，非遗走进校

园，也获得了传承，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文化根脉

的延续。

然而，怎样才能让老手艺焕发新的生命力？在校

园传承中如何才能更好地播撒文化自信的种子？为

此，记者展开了相关调查。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乌雯雯 李晨 文/摄

奉化布龙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几乎是奉化传统文化的代表性项
目 ， 在 全 国 也 很 有 名 气 。 它 于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奉化布龙
舞进了当地的众多学校，孩子们
从父辈手中接过了文化传承的接力
棒。

翻转腾挪、灵活穿梭，尽显奉
化布龙的神韵。下午 4 时半，奉化
高级中学舞龙队 11 名队员都会集
中训练。一节训练课下来，队员们
大汗淋漓。队员康森说：“通过上
舞龙课，我对奉化布龙所传递的
奉化人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精
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极
大地调动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主动
性。”

奉化高级中学舞龙队已走过
20 个春秋，曾在上海世博会上展
演，斩获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舞龙舞
狮锦标赛高中组自选套路冠军，还
曾经走出国门参加土耳其世界文化
舞蹈艺术节、英国伦敦奥运年莎士
比亚文化节演出。

该校是浙江省非遗传承教学基
地、舞龙传承教学基地，开设了省
首批精品课程 《走进课堂的奉化布
龙》，高一年级班班有龙，人人参
与舞龙。

除奉化高级中学外，该区职教
中心、工贸旅游学校、尚田中学、
萧王庙中学、尚田镇中心小学、尚
田实验幼儿园等校 （园） 纷纷引进
这一非遗项目，打造舞龙课程。可
以说，奉化布龙在奉城校园遍地开
花。

盘、滚、游、翻、跳、戏，踩
着鼓点，不断翻飞腾跃，带给观众
的是一场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视觉盛
宴。奉化区职教中心舞龙队有 25
名队员和 5 名志愿者，每周一有社
团课，周三有选修课，还有“加
餐”训练：每天两个时段，中午一

小时，傍晚一个半小时，从基础的
手臂力量、马步训练，到徒手挂
腰、徒手中国结、徒手四人一组等
技术动作，再到成套动作的练习，
一遍遍地打磨。国家级舞龙教练、
奉化布龙非遗传承人毛剑波是这所
学校舞龙队的指导教师，他带领着
孩子们一步步突破，直至站到颁奖
的舞台上。工贸旅游学校有龙狮社
这一品牌社团，30 多名社员拥有
两条“大龙”。

萧王庙中学将奉化布龙和奉化
吹打有机融合，再现舞龙时“龙灯
锣鼓”的热闹场景。在浙江省舞龙
舞狮锦标赛上，该校舞龙队成为
40 多支参赛队伍中唯一有现场
乐队伴奏的参赛队伍，奉化
吹打和奉化布龙完美结
合 瞬 间 成 为 全 场 亮
点。萧王庙中学还将
编 创 相 应 的 吹 打 曲
目和舞龙操，打算
在全校推广，以扩
大非遗文化的传播
面。

舞的是龙，磨炼
的是心智，传递的是
民 俗 文 化 特 有 的 韵 味 。
孩子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
中，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
性，体会到脚下这片土地特有的文
化密码，渐渐喜欢上了这项传统技
艺。

奉化布龙活跃在众多校园里

这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在
民间也兴起一股“非遗热”。随
着“双减”政策的深度推进，越
来越多的非遗项目进入校园，搬
上课堂。这些非遗项目在师生的
共同打磨下，通过传承与创新，
迸发勃勃生机。

非遗项目进课堂之所以能够
取得良好成效，究其原因，首
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的一
部分，而弘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
部分，是重树民族自信心的重要
环节。其次，非物质文化与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它是活的文化、
活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群众基

础。最后，传统与现代并不矛
盾，它可以成为创新的资源、思
想和文化的源头活水，能为今天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然而，这些项目有的因为形
式较单一、年代久远，与当代年
轻人似乎有一层隔膜，缺乏相应
的传承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不
断创新来加以解决。

非遗项目进课堂后，老师和
学生与时俱进，改进非遗项目的
样态及其创作方式。比如，把地
方特色浓郁的传统武术，纳入学
生日常学习内容，对传统样式的
器材进行改造，以更契合当下时
代的观众需求。比如，将吹打曲

目与舞龙操结合，使之更有特
色；在非遗中融入AI、IP，打造
地域文化，挖掘其背后的文化衍
生商品。

非遗项目进课堂，让孩子们
从小在非遗项目营造的传统文化
氛围中成长，拉近与故乡的心
理距离，让传统文化在孩子们的
心里扎根发芽。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传
承和创新，越来越多的非遗项
目不再是博物馆、展览厅里供
人怀旧的展品，必将走进孩子
们的生活，越来越受到追捧和
喜爱。

（蒋炜宁）

非遗项目进课堂
在传承与创新中迸发生机

从最初的星星之
火，到如今的全面

普 及 ， 非 遗 项
目在我市各地
校 园 开 展 得
越 来 越 红
火。“双减”
政策深度推

进，更是加
快 了 非 遗 项

目进课堂的步
伐。

采 访 中 ，记 者
了解到，在奉化，中小

学校打造非遗文化景观，建
立非遗社团，邀请地方非遗传承人
担任社团指导教师，开设非遗选修
课程、拓展课程、地方课程，向学生
传授非遗技能，传播非遗文化，目前
20 余个非遗项目已在全区 30 余所
中小学牢牢扎根。

奉化吹打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萧王
庙中心小学成立了锣鼓、二胡、
琵琶、笛子和唢呐等多个学生社
团，每周一下午组织学生在音
乐教室学习，由非遗传承人进
行指导。10 多年来，该校培养出

了 300 多名吹打小传承人，通过
他们的演奏把奉化吹打带给更

多的人。

宁波走书原称莲花文书，又称犁
铧文书，是宁波传统地方曲艺之一，
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方
言演唱，使用的道具仅有醒木、折扇、
手帕，表演难度却比较大，要求说、
表、唱、噱、演相结合。每周二四点钟
课堂和周四下午的校本课时间，奉化
区实验小学的音乐教室里都会响起
曲调婉转的宁波走书，宁波走书传承
人、奉化区曲艺家协会主席朱玉兰指
导学生们传唱这门古老的曲艺。

在实践探索中，学校以“读读诵
诵”“听听仿仿”“扮扮演演”“挑挑拣
拣”四种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宁波方
言的发音，熟悉宁波走书旋律音调，
也创作出了富有童真童趣的剧本。

随着一个个非遗项目走进校园，
一个个独特文化印记也在潜移默化
中传递到这些“00后”的生命里。

冯家小学的灰雕、古林小学的
风筝、海曙外国语学校的陶艺、横
街小学的跑马灯、爱菊艺校的创意
美工、格兰春晨幼儿园的非遗集市
⋯⋯在海曙区的各中小学里，非遗
传承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兑糖嘞！叮当叮当⋯⋯兑糖
客人来嘞！阿拉该眼馋痨蛙蟆，屋
里‘喳’窜出来，围了笃笃糖边头，眼
睛碧绿绿鼻头红血要滮出来嘞！”这
段话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这来自
高桥镇望江小学《阿拉学宁波话》校

本教材中的《兑糖客人来嘞》，讲述
改革开放初期鸡毛兑糖的生活场
景，行文充满了童趣。

该校比对普通话和宁波方言发
音找出 30 多条对应规律，推出微
课视频让学生探究，还将宁波方言
元素融入学校墙面、楼梯布置及午
间音乐播放中。

海曙区横街镇的传统民间舞蹈
“八盏马灯”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
传承，横街镇中心小学组织的马灯
社团，培养了 6 批小弟子。十二三
岁孩子组成的跑马灯队伍已被列为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队伍，不
仅是横街各节庆活动的常客，还经
常亮相于市级大型活动，一路演到
浙江省非遗春晚。随着八盏马灯的
名气越来越大，受邀演出机会越来
越多。“将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发
扬光大，我们很自豪。”带队老师柳
钱勇说，这曾经淡出人们视线的民
间瑰宝，正慢慢重现魅力。

甬剧课、宁波走书课已在鄞州
华泰小学开设多年，每周开课一次。
鄞州德培小学是我省《三字经》非遗
传承基地，该校将《三字经》融入篮
球操，推行《三字经》亲子诵读。姜山
镇中学将濒临失传的竹编工艺项目
引入学校综合实践课堂，每周五下
午两节课初一和初二学生上竹编社
团课，从最简单的挑一压一、挑二压
二到比较复杂的菊花底，再到较难
的六角眼，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
杂，同学们逐渐掌握了技艺。他们的
作品选送到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大
厅展出，反响良好。

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走进课堂

对于老底子的手艺，“00 后”
“10 后”有些陌生，口耳相传或手
手相传的教授方式略显单一，固定
的师资比较难寻。对于新生代来
说，他们心中也有疑虑，难道日复
一日的练习就只为了掌握这门手
艺？非遗项目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精
神价值，又该如何领会？

非遗传承，既要代代守护，也
需与时俱进。在现代社会，传统的
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已不能适应。
而非遗项目走进课堂，不失为传承
非遗的一条好途径，从组建学生社
团，到聘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
课，再到通过展演等方式发挥辐射
作用，老手艺迸发出强劲的生命
力。与此同时，播撒下的非遗种子

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每个孩子的
“文化印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各地进行
了不少创新尝试。北仑的穿山造趺
在柴桥实验小学落地时，学校就做
出改良，地盘用带轮木车替代，五六
年级学生则钻进木车里走场。造趺
被逐步引入语文、美术、音乐、体育、
心理等课堂，通过跨学科融合，建立
了地方非遗校园传承的课程框架：
语文课上，老师讲授造趺前世今生，
引导学生作文、班队课等创新；美术
课上，学生设计服装、脸谱，开发造
趺人物形象泥塑；体育课上，大家打
造全新的舞台走位和表演形式⋯⋯

冯家小学的灰雕在材料和工具
上都有创新，在创作主题上不仅涉

及宁波文化，而且传承红色基因；
在材料方面融入传统瓷画瓷盘、版
画木板等，使这门传承了两千多年
的浙东民间手工艺焕发勃勃生机。

胡金伟是宁波市纸鹞技艺第三
代传承人，他将 AI 软件制图技术、
喷墨打印等现代技术融入传统技
艺。目前以古林镇中心小学为传承
基地的风筝制作技艺已入选第六批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学校建立风筝社团，开出纸鹞
传承体验课。“学校通过对此非遗项
目的传承，将工匠精神和创新思维
传递给更多的孩子。”胡金伟说。

该校与古林中学、兴园社区、梁
祝文化园等单位合作建设宁波纸鹞
制作技艺展示与传习场所，每年接
待上万人。在风筝课程的实施过程
中，聚集了一批爱好风筝的科技辅
导员教师，他们把此项传统技艺传
播到了丽水、金华、温州、青田、台州
等地。

非遗项目如何在传承中创新

尚田镇中心小学舞龙队在训练尚田镇中心小学舞龙队在训练。。

奉化区实
验小学学生表
演宁波走书节
目。

萧王庙中学学生进行舞龙训练萧王庙中学学生进行舞龙训练。。

米塑捏花
草传承人向大
堰学校学生传
授米塑制作技
法。

奉化高
级中学舞龙
教练教学生
如何制作
舞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