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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礼仪大赛
让大人也!成长"了

从暑期起依然举行至今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礼仪大赛”系列礼仪文化活
动，也是一项创新活动。

活动分为少儿组和成年组两部分，
参赛形式包括“征文比赛”“随手拍大赛”
“微电影大赛”等。据“青少年礼仪大赛”
组委会负责人陈书胜介绍，“上海市民参
与热情很高，多方打电话过来，北京、四
川的都来参加。”尽管作品征集的截止时
间已经延后，离最终截止日期 !!月 "#

日还有 "个月时间，但组委会已经收到
六七百件参赛作品。同时，活动在上海教
育界引发极高的关注度，“我们在上海
$%所高校都贴海报做了动员。”“许多高
校的教授都非常关注此次礼仪大赛活
动，经常打电话来提供许多建议。”
礼仪大赛除了让参赛选手重新审视

礼仪的重要性外，还让活动的组织者们
获益匪浅。陈书胜回忆起了部门的一个
员工身上发生的变化，“她（这个员工）写
文章很好，但是她过去写文章的时候经
常会跷着腿，然后脚一跺一跺的。后来她
参与帮助组织这个礼仪大赛，一个月后
就看不到她的这个习惯了，而且她原来
和同事也不太讲话，但现在举止言谈都
有很大变化。”除了活动本身的参与组织
外，微博上每天的“礼仪问答题 !&'题”
也是促使同事朋友变化的重要原因。他
感慨道，“以前员工间的礼貌非常松散，
现在相互之间非常尊重，上班相互的问
候、彼此间更加尊重。”

本报记者 朱光 实习生 于泓洋

传统文化 滋润稚趣童心细无声
大手小手 都来!举手" 暑期活动 创新引领

! ! ! !百年树人的!脊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如何让其落细%落小%落实#亟需社会各界在
暑期!举手"申办各类传统文化活动#以滋养青少
年点滴成长$ 因此#市文广局在 !月底借本报一

角发起暑期青少年文化活动主体征集令#&&&大
家都可以出谋划策或者主动!牵头"$ 两个多月以
来#市级%区级以及各类社会主体纷纷!举手"#

围绕!"#"!"模式#在上海各个公共文化场所#针

对青少年# 开展创新性% 引领性的传统文化活
动$ 日前#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 $%"&上海市
民文化节中华传统经典诵读大会# 暑期青少年
文化活动也以展板等方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文化菜单"

给孩子们精神给养

习近平总书记“引导少年儿童从小培
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讲话，
点出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孩子们日常生
活，已属刻不容缓。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
馆、上海少儿图书馆、中华艺术宫以及上海
市群众艺术馆 &个公共文化场馆，作为市
级文化场馆，率先亮出“文化菜单”，让孩子
们和小伙伴以及家长一起，快乐、健康地汲
取精神给养———

! !中国民艺系列文化活动" 能让小

朋友们在琉璃艺术馆# 航海博物馆等地感

受到寻常生活的传承之美$

! !学生讲座%中国声音"系列讲座 再

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五音六律十三徽"$

! 少儿传统文化精读班 不仅让小学生

回归四书五经的氛围&读得好还可以返还学费$

! !发现传统之美"!"#$上海学子非

遗展馆行暑期特别活动 丰富孩子们的视

野&探究文化底蕴的多层次'

与此同时，"'!$上海市民文化节也在
暑期围绕“开心看演出”、“游走五千年”、
“阅读好时光”、“多彩小课堂”、“快乐在社
区”，展开五大系列活动……
“!(!)”中的“!”，即市区优质公共文

化资源（如节庆#演艺#文博#图文#群文#专

业院团#购买服务#剧场等）；“!)”，即按照
城乡结合部、近郊、远郊的不同特点，分类
配送，分类施策到 !)个区县。市区级活动
率先树立了“榜样”———社会各界的组织机
构、学校课堂、大人小孩，都可以在此基础
上发挥才智，创新样式，“举手”承揽各类孩
子觉得有意思又有意义的暑期活动。

市群众艺术馆
!小课堂"融入非遗

市群艺馆首先在假期推出了针对广泛
青少年的“市民大课堂的暑期版”，包括芭
蕾、杂技、民乐、话剧、儿童剧、马戏、昆曲等
传统艺术形式在内的 !'场形式各异、精彩
纷呈的演出，演出采用“讲”“演”结合的方
式吸引了大批青少年观众。
群艺馆活动部主任史晓风介绍，同时，

“多彩艺术小课堂”，用短短的六节课时间
让小朋友了解一门艺术，其中将海派纸艺、
立体折纸等传统的非遗文化融入其中的
“纸艺训练营”和“沪语训练营”堪称将传统
艺术融入青少年文化教育的典范。“因为现
在许多小朋友都不会讲上海话，因此我们
开设了沪语训练营。”据陶欣老师介绍，为
了让沪语学习融入生活、充满乐趣，群艺馆
采取了授课与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将沪语
学习分为美食、叫卖、建筑等 %个主题。同
时互动形式多样，既有上海话游戏，“比如
两个孩子用上海话做游戏：嘴里喊道‘蚊子
咬我呀，快点上来呀’，两个手互相捏着”；
还有现场叫卖训练，“孩子们喊着‘坏额鞋
子有�，坏额棕绷有�’，学得不亦乐乎”。
每节课还会教一则“沪语童谣”。几堂课下
来，许多孩子“来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说，有
几个听也听不懂，最后日常用语都会说了，
听流利的上海话没问题”，陶欣老师说道。
观赏性的表演与针对性的小课堂相结

合，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的接受习惯的融合，
不仅使得今年暑期群艺馆的活动独具特
色，也为以后的活动提供了模板。

上海博物馆
!考古夏令营"扩大营员范围

近年来，上海市博物馆暑期的“考古夏令
营”活动已然成为暑期众多青少年活动中的
一个品牌活动。虽然今年由于开营时考古工
地都已经关闭，减少了孩子们可以动手实践
的机会，但今年的活动与去年相比却增加了
深度和广度。今年的考古夏令营正好赶上上
海博物馆的“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
该展览展出了 !*$* 年以来上海地区出土的
考古文物，并由曾经挖掘这些文物的考古部
的专家们亲自进行了生动有趣而全面专业的
讲解。为了让孩子们在参观中感受到乐趣，博
物馆中还加入了一些互动游戏：“比如在崧泽
博物馆内设有考古互动区，包含可以让孩子
们动手挖掘的沙堆和互动屏幕。”负责上海博

物馆考古夏令营的主任范杰介绍到。
另一方面，考古夏令营今年最大的特点

是扩大了营员的招收范围。“我们特地邀请了
两个最远的郊区：金山、崇明。”范杰谈道，“同
时我们今年也邀请了少部分的残疾学生，尤
其是上海第四聋哑学校的学生参加夏令营活
动”。相比于正常的学生，聋哑学校的学生在
社会上参与这种活动的机会较少。专家讲解
和老师的手语翻译成了让聋哑孩子置身“考
古”氛围。

参加完活动后，第四聋哑学校的学生在
校园报道中写道：“通过这次夏令营活动，他
们对上海有了新的认识，了解到上海已经有
%'''年历史，了解了在自然环境变迁与人类
生存发展的背景下，上海城镇逐渐走向繁华
的过程。学生们越了解上海，就越能挖掘出爱
上海的理由，也就越会为自己是一个上海人
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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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宫
!绘说画"主推家庭阅读

中华艺术宫在暑期针对青少年也重
磅推出了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活动，包括
“暑期亲子探宝活动”、“我们的生活、我
们的快乐”“与艺术同行”等美术作品展、
“绘说画”亲子阅读体验活动、系列讲堂
等。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绘说画”亲子
阅读体验活动了。据中华艺术宫的张娜
老师介绍，“大家都希望孩子走进美术馆
成为他们暑期生活中的一部分。”
“绘说画”———绘本星空系列亲子活

动，通过“听”、“说”、“读”、“写”、“画”等
基本认知手段，以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
活动形式，让更多走进艺术宫的家长和
孩子体会到艺术宫不仅仅是享受艺术盛
宴的殿堂，更是为所有青少年打开了一
扇通往自由和无限想象的艺术之门。活
动包括“让想象站起来一起看立体书”、
“莎莎姐姐讲故事”、“慧眼看童话”、“动
手做绘本”、“绘本带你去巴黎”、“绘本的
魔力”、“绘本小电影”等 )个主题的内
容，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完成各式各
样的绘画。在“动手做绘本”中，+,-.老师
用流利的中英文，热情似火地为孩子们
朗读故事，而 /-01,234, 老师教大家把
《好饿的毛毛虫》这本书中的主人公“毛
毛虫”画下来。活动最后在几位老师的指
导下，小朋友都动手创作了一本属于自
己的“绘本”书，并展示了自己画纸上的
“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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