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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8日下午四时，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

课在离石区长治路小学二年级（3）班如火如荼

展开。省级晋剧传承人、吕梁市青年晋剧院领

衔主演梁桂星亲临课堂，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

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晋剧之旅，生动演绎了“非

遗进课堂”的独特魅力。

梁桂星一亮嗓，婉转的唱腔、利落的招式，

尽显晋剧的深厚韵味，瞬间让紧张严肃的课堂

活跃起来。而就在同一时间，离石区长治路小

学二年级的所有班级没有语文老师坐班，也不

是数学老师坐镇，而是迎来了一批陌生的老

师，他们是吕梁市本土非遗传承人。省级烙画

传承人张海应站在讲台上讲授烙画的简单操

作过程，让同学们瞬间感受到传统烙画的独特

魅力。葫芦刻绘、剪纸、刺绣、掐丝珐琅、布老

虎、汉字塑型、木雕、陶塑等众多非遗技艺也纷

纷亮相课堂，孩子们看得认真、听得尽兴，好奇

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传承人们耐心细致解

答，课堂气氛热烈而温馨，传统文化的种子就

这样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种下。

A 一口气让15项非遗技艺进课堂

“非遗进校园”不是新鲜事。但是大多数

学校引进的是某一项非遗，而离石区长治路小

学却一口气引进了 15 项非遗课程。学校联合

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协会共同推

进“非遗薪火·校园传承”项目，在吕梁市所有

非遗项目中遴选 15项本土非遗技艺，与学校二

年级的 15个班级结对，开展非遗课程。每周一

节，每学期 15次课，每节课程达到 1个半小时。

无论是课程设置规模还是教学创新力度，

这在吕梁市的各级学校中走在了前面。

按照长治路小学的班级容量，15个班级对

应的是 750 名学生，把 15 项非遗技艺大规模、

常态化加入教学课程，为的就是培养一批“小

小传承人”，为非遗保护注入新生力量。同时，

项目将非遗从“静态展示”转向“动态传承”，整

合 15项非遗资源，打造“一校一特色、一班一精

品”的非遗传承品牌，确保技艺传承不断代，为

吕梁文旅融合发展非遗保护创承提供示范案

例。

从学校非遗课程设置上不难看出，“技艺

展示”“文化溯源”“动手实践”等三个课程模

块，分配既合理又科学，不仅有理论知识的学

习，更有实践能力的提升。教室内外，非遗文

化角，风采作品展，更是为“非遗进校园”增加

了不少色彩。学校及时编制非遗校本教材和

非遗课程宣传册，并联合文旅部门举办“校园

非遗文化节”，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课程

结束后，学校还会评选“非遗小达人”，开展结

课展，进一步总结经验，形成非遗学科发展的

长效机制。

用长治路小学校长梁海花的话说，就是要

依托吕梁非遗资源，破解“传承断代”难题，通

过“非遗+劳动教育”“非遗+美育”模式，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与文化自信，搭建“非遗协会+
学校+传承人”三方合作平台，助力吕梁文化生

态保护区建设。

虽然课程才刚刚开始，但是梁海花想要的

成果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学生们对非遗项目

的兴趣以及对吕梁的热爱都体现在每一节非

遗课上，体现在他们认真听课的姿势和态度

中。“我会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以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非遗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中去，为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学校

二年级（2）班学生王晋昕如是说。

B 一场最美的邂逅

“双减”政策邂逅非遗文化，一场别开生面

的 教 育 创 新 变 革 正 在 各 大 中 小 学 校 悄 然 上

演。在“双减”政策全面落地的大背景下，各地

学校积极探索多元化教育路径，将非遗文化引

入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了全新的学习体验，在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学生的全面发

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离石区长治路小学不仅吃透了政策，更吃清

了政策以外的东西。“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减轻

学生课业负担、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成为教育领域

的重要任务。“非遗进校园”无疑为长治路小学的

“双减”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方向。

在梁海花看来，与其说是政策成就了学校

“非遗进校园”项目的推进，不如说项目的推进

是新时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必然。

事实上，梁海花想的不只有这些。“非遗是

中华民族历史长河里的璀璨星辰，凝聚着先辈

超凡智慧与卓越创造力，是民族情感纽带、国

家统一的文化根基。非遗技艺，特别是民间本

土技艺巧夺天工，传统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每

项非遗都是鲜活历史书卷，承载先辈生活、审

美与价值理念，给予我们精神滋养。”梁海花

说，作为学校，就应该响应号召，积极探索一条

非遗与教育融合发展新路。

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张莹的解释是，学校引

入非遗课程，意在搭起同学们通往传统文化宝

库的桥梁，让孩子们亲近非遗技艺，感受文化

魅力，激发学习兴趣，播下传承种子，助力传统

文化薪火相传。

梁海花和张莹这样理解“非遗进校园”的实

质内涵，作为基层一线教师的刘甜甜的话匣子也

打开了。刘甜甜还是学校二年级（2）班的班主

任，她希望“小小传承人”在学习中不断传承，在

传承中不断创新，真正让古老技艺绽放新韵。

“我们将全力协助各位传承人调试设备、准备材

料，打造沉浸式文化课堂。努力做到课前检查工

具设备，课中强化安全指导，课后器材归置。并

制定非遗学习成长记录册，通过文字、影像等形

式全景记录学生学习历程，为每位‘小小传承人’

留存珍贵的文化记忆。”刘甜甜表示。

C 这样的传承最有力

“非遗进校园”，这样的传承最有力。

张海应是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

展协会会长，在这次长治路小学“非遗进校园”

项目中功劳不小。他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社会组织，吕梁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发展协会有责任让更多的非遗项

目进驻学校，进一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好、利用好、发展好。

二年级（12）班教室内，一把剪刀、一张红

纸，市级非遗传承人刘晋林从简单的花卉图案

到复杂的人物故事，每一刀都刻下了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与惊奇，学生们听得认真、看得仔

细。刘晋林用四十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传统

剪纸从乡野窗棂跃入现代生活，成为连接历史

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而在另一个教室二年级（11）班，吕梁市茶文

化协会副会长、国家高级评茶师李文静正在带着

孩子们品味传统茶文化，她许诺要把台湾日月潭

的好茶带回来教孩子们泡茶。李文静从识茶、品

茶、茶礼仪、茶与健康、茶与修养等方面为孩子们

全面授课，并认真示范。李文静还把茶艺教学和

生活习惯紧密结合起来，教授孩子们学茶艺、习

礼仪，陶冶情操，健康生活。有着民间传统手艺

钩编技艺的刘爱连从毛线选择、钩针绕法、颜色

搭配等方面入手，边演示边指导，深入浅出地讲

解钩编作品的制作过程。二年级（10）班的学生

们看着钩针和毛线在老师手指间来回缠绕、上下

翻飞，不一会儿，一件简单造型的钩编作品便完

成了。学生们既好奇又激发了浓厚的学习兴

趣。二年级（13）班的刺绣课上，五彩丝线早已经

在学生们脑穿梭，虽然还不能亲自动手操作，但

他们用心体会传统手工艺的精湛与价值。二年

级（9）班的陶塑课更是充满乐趣，泥土在学生脑

中被塑造成各种奇妙的形状，从花瓶到小动物，

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学生的创意与对传统陶艺

文化的理解。

非遗课程丰富多样，宛如一场绚丽多彩的

文化盛宴，涵盖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民间艺

术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非遗技艺课程中，掐丝

珐琅、烙画、剪纸、刺绣、陶艺、葫芦刻绘、花艺、

面塑、汉字塑形、布老虎、木雕、缠花等项目让

学生们零距离触摸非遗文化的温度。

春光三月，在离石区长治路小学依稀可以

看到，非遗不再是书本上的符号，而是成为了

学生触手可及的文化体验。也就是在这个春

天，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邂逅将注定会

碰撞出新的火花。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
讯员 范英哲） 日前，市级非

遗保护项目泥塑传承人李应

海、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李

靖水携手多位专业人士走进

交城县成村学校，将非遗泥

塑与语文教学奇妙融合，开

启了一段全新的校园文化与

教学创新之旅。

活动中，李应海以生动

的语言和丰富的案例，向学

生们介绍了泥塑这一传统艺

术形式的起源、发展历程以

及在吕梁独特的文化内涵，

并现场展示了泥塑的制作过

程。李应海从揉泥、塑形到

刻画细节，每一个步骤都细

致入微、一气呵成，引得现场

的学生们惊叹连连。一名学

生兴奋地说道：“太神奇了，

原本普普通通的泥土，在李

老师手里一会儿就变成了精

美的造型。”

实际操作环节，李应海

与市美术兼职教研员梁伟萍

不时穿梭于学生中间，从构

图、色彩搭配等专业角度出

发，引导学生们如何更好地

展现泥塑作品的美感。在两

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学生

们激情高涨，充分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手中

的泥土变成了一个个生动有

趣的作品，每一件作品都饱

含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完成创作后，李靖水以

非遗泥塑为引，顺势开展作

文指导。他引导学生回忆泥

塑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感，从构思、克服困难

到完成作品的成就感等角

度，启发学生将情感体验转

化为文字。参与了泥塑创作

的一名学生感慨道：“以前写

作文总觉得没内容可写，这

次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自

己动手做了泥塑，很多想法

和感受像泉水一样往外涌，

写起来特别顺畅。”李靖水深

入浅出的指导，不仅让学生

们学会了如何描述一件事

物，更让他们明白了如何通

过文字表达自己的真情实

感，使作文不再是空洞的文

字堆砌，而是充满生命力的

情感抒发。

以美术为径，将泥塑这

一传统文化形式引入校园。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学

生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传统文

化的窗口，让他们在亲身体

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而且将语文教学与实践体验

相结合，打破了传统教学的

枯燥模式，让学生们在丰富

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写作素

材，激发了写作兴趣，提高了

写作能力。“未来的教育教学

中，我们应更加注重学科之

间的融合与渗透，积极探索

多元化的教育方式，让传统

文化在校园中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为培养全面发展

的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李

靖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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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好奇。

爱我吕梁爱我吕梁··文化传承文化传承

15项非遗技艺走进离石区长治路小学

750名小学生都是“小小传承人”
□ 图/文 本报记者 冯海砚 梁英杰

现场教学生制作泥塑现场教学生制作泥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