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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万象 /

上海文教结合 促民族文化之花在校园绽放

百万青少年 传承百余非遗项目
! ! !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进校园、非遗项目成为孩子们热衷
的素质拓展内容，这是上海文教结合的一个新亮点，也是为了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教育部《完
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精神，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培养新一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人的重要举措。

在全市中小学生中开展的“我是非遗小传人”竞赛活动，集
中反映了非遗名录舞蹈、戏剧、曲艺、杂技、魔术、武术等传统演
艺类；剪纸、面塑、绒绣、竹刻、编织、雕刻等民间手工类项目的展
示、展演、竞赛。在各区县选拔的基础上进行复赛，选出若干名
“非遗小传人”，由专家评审组从中评选出若干名选手参加决赛
……近日，由上海市教委、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
徐汇区人民政府联合推出的中小学生“我是非遗小传人”活动，
在全市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反响，成为上海文教
结合的一个生动范例。
上海历来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从 !""#年起，市教委在全

市中小学生中开展以“鉴赏艺术，学习技能，传承文化，弘扬精
神”为宗旨的青少年民族文化培训系列活动，每年投入专项资
金一千万元，充分利用社会文化教育资源，开设京昆戏曲、民
族工艺、中国书画、民族歌舞、诗词吟诵等 $%个培训项目。据
了解，&%年来，上海已有 !%%多万名中小学生参加了六大类
'%余项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培训活动，聘请专家 #()

位，组建了相关教育活动班共计 !万个。在上海市文教结合工
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
公室的推动下，市、区联合，课内、课外联动，教育内容层次递
进，教育资源与社会文化资源整合的培训体系，已成为引导青
少年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保障。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徐汇区大力开展了非遗进校

园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华泾镇“乌泥泾（黄道婆）手工棉纺
织技艺”、枫林街道的“上海剪纸”、长桥街道的“江南丝竹”等
国家级、市级名录项目，分别在园南中学、西南位育初中（东
部）、徐教院附小等 !%所中小学、幼儿园中建立了传承基地。
!%%(年 !月徐汇区启动了非遗进校园工作，定期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校园进行文化和技艺传授。
据来自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的消息，徐汇

区以非遗进校园为契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师生传承为主
体、文化与教育、街镇与学校、传承人与教师合作共赢的机制，
让非遗项目走进校园、引进课堂、写进课本。徐汇区的经验表
明，实行非遗项目进校园，具有传承民族精神和弘扬爱国主义
的深远意义，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
浸润，陶冶学生思想道德情操、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综合文化
素质、培养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
文化创新活力与人文素养。

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小
传承丝竹乡情深

在徐汇区长桥街道这个“江南丝竹之乡”，
有一支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的学生丝竹演出
队叫“新苗”。“新苗”乐队成员固定人数约在 #%

人左右，小到幼儿园中大班，大到初中七八年
级。在上海市江南丝竹保护发展研究所“非遗
传习”专家们的悉心指导下，由徐汇区教师进
修学院附属实验小学辐射并团结周边幼儿园、
小学和中学，培养了一群“江南丝竹小传人”。他
们在五年的时间里走上舞台、走出国门……

爱丝竹的孩子们，在“文教结合”春风沐
浴下，在社会各方鼎力支持中，尽情享受丰厚
的教育资源，实现着美丽的音乐梦。

宝山区罗店中心校
传承沪剧乡音浓

罗店中心校地处上海市一城九镇之一的

金罗店，始建于 $(*&年，拥有 +"多年历
史。作为一所农村老校，学校拥有很深的
人文底蕴和校园文化。!"&! 年 ' 月，在
区、局领导的关心下，学校创办了“蒲公
英”乡村学校少年宫，播下兴趣的种子，成
就孩子的未来。
在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项目中，学校

设立了沪剧社团，专门聘请了宝山沪剧团
的 !名国家二级演员到校授课，对孩子们
进行专业训练。如今，沪剧艺术的种子已在
罗小生根发芽。

奉贤区胡桥学校
传承滚灯乡韵美

奉贤滚灯，源于柘林“胡桥滚灯”。胡桥
早在 !"""年就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首批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多年来，通过努力挖
掘、继承和保护，!"") 年，这一集武术、体
育、舞蹈于一体的“草根文化”，被列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胡桥学校早在上世纪 ("年代初，就

把滚灯艺术教育列入了活动课板块，并初
步编写了滚灯艺术教育《滚灯》校本教材。
随着课程改革的开展，学校把它纳入拓展
型课程体系，作为校本课程的重要内容，
也是乡村少年宫特色活动项目。

杨浦区惠民中学
传承曲艺欢乐声

“艺体比翼，健康成长”，是上海市惠
民中学为全体学生开辟的一条梦想成长
之路。

惠民中学现为上海市学生曲艺教育
基地、杨浦区艺术特色学校。学校以艺术
教育为特色，与上海市曲艺家协会、金盾
文工团、评弹团等单位携手共建，开设评
弹、相声快板、独角戏等曲艺社团，并特邀
滑稽表演艺术家钱程，评弹表演艺术家周

我是非遗小传人!!!湖南社区何芊倩同学

"葫芦娃#的古筝迷
何芊倩，三岁半开始学习古筝，现就读于上海音乐

学院附小，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祁瑶老师。她喜欢看动画片《葫芦娃》，于是根据其情节
创作了第一首作品《勇敢的孩子》，后又把沪剧《芦荡火
种》改编为《芦苇飘飘》并自弹自唱。她先后拜师沪剧名
家陈瑜老师、昆剧上海戏剧学院名师邹美玲老师、越剧
上海越剧团名师俞景岚老师等，并遵从湖南街道国乐
社孙文妍老师意见，把戏剧学到的本领加以灵活运用
到她的筝艺中。

我是非遗小传人!!!光明中学汤一璐同学

"天女散花#的京剧迷
汤一璐，从小对京剧艺术痴迷，师从柳凤飞老师，

先后随“好小囡”全国巡演。她热爱京剧，在艺术方面有
着极强的天赋和悟性，曾于 !"&&年荣获全国京剧小票
友二等奖（国家级）。
回想刚进入京剧这个行当时，懵懵懂懂，只是跟着

老师一遍又一遍地迈着小碎步走圆场。突然有一天老
师说可以上台演出了，也只是一个小小配角，但她始终
认真对待。当她看着头上插满配饰，闪亮登场的演员
们，心中充满崇敬。为了这出《天女散花》，老师一遍又
一遍地教她唱、教她动作。尽管是炎热的暑天，但她仍
然坚持下来了。

非遗的生命在传承
上海的三林瓷刻!上海花样经!扁担戏!鲁庵印泥

制作技艺等不少非遗项目!都存在传承人年龄老化!年

轻人参与意愿不足的问题" 如浦东说书传承人施春年

去世后"现在已无传人#

目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达到 "#

岁"甚至更老$他们是农耕时代最后一代保持历史原真

的传承者"但他们多数孤老无助"后继乏人$人亡歌息"

时有出现$正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所说"

非遗的本质是生命性的"即活态的"一旦失去活态"便

不再是非遗$ 因此"传承非遗也要从小抓起"这绝不应

该停留在口号上$

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 高春明

红、冯小瑛，相声快板表演艺术家任群林等专
业演员担任社团指导教师，利用每周二的拓
展课时间开展社团活动。

金山区吕巷中学
传承龙舞青春梦

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吕巷小
白龙”历史悠久，是金山区吕巷镇广为流传的
一种民间舞蹈，是一种起源于汉代的舞龙和
明代的草龙舞，为祭祀求雨的民俗舞蹈活动。
这种舞蹈利用人体多种姿态，将力度、幅度、
速度、耐力等揉于舞龙技巧之中，或动或静，
既娱乐又健身。

吕巷中学积极推广舞龙运动进学校，加
强舞龙骨干技艺的培训，将“小白龙”舞蹈纳
入学校拓展型课程计划，将之作为学校的特
色项目着力打造，分别成立了师生“小白龙”
舞蹈队和学生“龙舞青春”舞蹈队，每周在各
年级各班级中蓬勃开展舞龙舞狮活动训练。

枫林街道
传承剪纸民俗风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枫林剪纸，不仅在
社区，更注重在中小学生中传承海派剪纸艺
术。他们在西南位育、东二等多所学校开设剪
纸兴趣班、建立传承基地，编写《剪纸教材》；
开展青少年学生的剪纸作品展览、展示活动。
枫林街道与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

联席会议办公室、徐汇区文化局等单位联合
举办的 !"&*上海市“枫林韵”中小学生剪纸
大赛收到来自徐汇、松江、金山、嘉定、静安、
黄浦等 &" 个区县的参加复赛作品共计 &#)

幅，参赛学生 &'!人。参赛作品虽显稚嫩，但
想象力丰富、充满童趣，用小巧玲珑的手描绘
了他们心目中的生活、学习与上海城市风貌
以及当代学生对剪纸艺术的快乐体验。本次
大赛共选出金奖 !"幅、优秀奖 *(幅，获奖作
品将在上海各区进行巡展，让全市青少年近

距离感受剪纸艺术独特魅力。

崇明县裕安小学
传承山歌乡土音

裕安小学是崇明县陈家镇的一所农村公
办小学，与崇明山歌传承人张小末居住同一
个村。学校把传承、弘扬家乡优秀文化（非遗）
作为学校办学特色来打造，在当地社区文化
站、民间非遗传人和教研室课程专家支持下，
进行了裕安小学的乡土音乐的传习工作，并有
一定的影响力。山歌表演队，扁担戏的继承和
创新，调狮舞等在传习过程中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学校还投资 #万多元为学生建立了校内

非遗实践体验基地，其中有崇明乡之味体验
馆、山歌体验馆、扁担戏体验馆等，从 &# 名
学生社团成员发展到可供全校学生实践体
验的活动基地，也诞生了施雨欣等多个山歌
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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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上海市教委
基础教育处、奉贤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激发
潜能———教育变革研讨会”，日前在奉贤中学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澳
大利亚、芬兰、南非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名校
长代表和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与会。研讨会聚
焦的主题分别为“激发学生潜能的发展与评
估”、“激发学生潜能的学校课程设计”、“激发
学生潜能的教学模式建构”、“激发学生潜能与
育人环境营造”等。

学校评价绿色指标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在研讨会上说，上

海的教育评价设计的宗旨，是建立新的学习质
量观，破除唯分数论的单一评价。基于这一宗
旨，每个学段都有相应的评价重点和任务，学
校评价应该是绿色指标。学习方式的政策设计
要研究不同学段的学生学习，通过不同学习方
式的组合，培养学生终身学习与发展的能力。
学习环境的政策设计要重视正式用学习和非

正式学习的合力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尊重善待孩子长处
“我们的教育，是要让姚明成为姚明、让郭

晶晶成为郭晶晶。”研讨会上率先抛出的这一
议题，一下子让与会者打开了话匣———如何打
破统一标准的概念？如何尊重孩子的长处、善
待孩子的长处和鼓励孩子发展长处？奉贤中
学校长季洪旭介绍说，近年来，围绕激发学生
的潜能这个命题，奉贤中学开设了“八个一”
的人生规划体验课程。所谓“八个一”，即做一
次激发学生潜能调查问卷和职业取向分析、
参加一个学生社团、参加一系列名人通识讲
座、读一本行业名人传记、交一个行业的朋
友、访问一个行业专家、参加一次大学专业考
察、做一份人生发展规划。季校长说：“这是一
个认识自我、规划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目
的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个性特点和现实可
能性，张开兴趣和优势的翅膀，朝着梦想努力
飞翔。”

让学生变得不一样
今年刚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徐凯同

学说，刚进奉贤中学时，对“你是谁？你将成为
谁？”这个问题一片茫然。经过职业兴趣测试
后，小徐发现自己属于企业型与社会型交织
的类型，善言谈、有野心、具有领导才能等优
势潜能，适合的职业包括金融工作、企业管理
等。“因为好奇心进入了创新素养实验班，钻研
和探究的过程虽然也充满乐趣，但科研并非我
的志趣所在，我也不属于探索型的性格。最终，
在理想的支撑下，我选择了文科，特别是将学
习的重点转向了政治学科，尤其是对经济学十
分着迷和兴奋。因此，我把报考复旦经济专业
作为高中时代的奋斗目标。”小徐说。
“让原本不一样的学生变得更不一样。”季

洪旭校长说，这是奉贤中学始终倡导的一个教
育理念。而这也对教师转变教育观念、革新执
教思路、提升教学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报记者 王蔚

破除唯分数论评价标准，教育专家建议———

激发学生潜能先尊重孩子差别

! ! ! !湿毛巾为什么比干毛巾吸水性更强？玉米为什么
会长胡须？莲花为什么能出淤泥而不染？虽然都是生活
中最常见的科普知识，但通过小作者们的表演用充满
趣味的方式揭示了其中的科学奥秘。近日，在闵行区全
国科普日活动中就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派
对———!"&*闵行少儿“科普微童话”小作者签书会，近
&""位小作者齐聚一堂，展示科普作品，交流写作技
巧、传播科普知识。

为了让更多的少年儿童加入到传播科普的队伍
中，现场启动了 !"&#年“科普微童话”活动，并发布了
新一届活动的五大主题“穿越时空隧道”；“如果在月球
生活”；“环保生活伴我行”；“揭秘自然灾害”；“食品安
全妙招”。活动还邀请了江西吉安的少年儿童共同参
与。届时，两地少儿将通过科普微童话手牵手，交流科
普，进行科学互动。

由闵行区科委、闵行区科协主办，浦江镇科协、中
福会少年宫浦江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科普微童话”
活动已成功举办了两届。如今，此项活动已成为了地区
少儿科普文化品牌。 本报记者 王蔚 通讯员 赵小华

科普派对上演
微童话互动

! ! ! !华东师范大学 !"&*级新生的新学年第一课，便是
主题为“我的上海：认识·融入·共成长”的高端对话会。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
兆安，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华东师大传播学
院副院长雷启立等嘉宾，围绕认识上海、融入上海、与
上海共成长的主题，和新生们进行了一场精彩的互动
交流。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解超主持了对话会。

本次活动的目的，旨在让 !"&*级新生对华东师大
所置身的上海这座城市有所了解，同时能够就如何融
入上海、如何利用上海的资源服务于自身的成长和发
展等方面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三位嘉宾演讲结束后，还细致地回答了新生们提
出的关于人生定位、职业生涯设计、不同地域的同学如
何相处等各种问题。 本报记者 王蔚

! ! ! !培养创意人才，助力上海“设计之都”建
设，东华大学又有新举措：日前，东华大学·上
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首届新生举行了开学典
礼，这意味着，上海多了一个国际顶头的时尚
人才培养基地。

据介绍，该学院致力于以“时尚创意学
科”为核心，引进国际一流艺术设计学院办学
模式。首届学生自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
院 !"&*级本科新生中选拔，明年开始将纳入
正常高考和高招程序。本届学生除获得东华

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艺术学士学位证书外，
优秀者还将通过选拔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进行
第三、第四学年的学习，符合该校学位授予条
件者，将同时获得由爱丁堡大学颁发的相关
专业文学士学位证书。

和传统意义的与一所国外大学合作不
同，上海国际时尚学院进行的是“&对 ,”、点
对面式的国际合作新探索，即一个学校对应
多个学校或国家，且选择的合作学校与国家
均走在时尚创意教育和产业发展的尖端前

沿。例如，今年学院招生专业就是由东华与世
界大学排名位列第 &+位、拥有欧洲大学首屈
一指的创意学科的爱丁堡大学合作开设。除
了爱丁堡大学，东华大学与英国伦敦艺术大
学伦敦时尚学院（-./）、美国纽约时装技术学
院（/01）等多家时尚教育顶级院校均已达成
合作意向。

目前，东华国际时尚创意学院的教学方
案设计与爱丁堡大学相关专业同步，专业核
心课程全面引进外方的特色教育资源，全部
采用英文小班授课。此外，学院还成立了创新
顾问委员会，由时尚产业界社会知名人士和
企业家组成，在协助学院在海内外筹集办学
资金，引进师资、时尚创意项目等优势资源起
到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华东师大入学教育
专家“教”新生融入上海

东华·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开学

“1对N”教学 打造国际化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