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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教育

自“双减”政
策全面推进落实
以来，永善县以赓
续中华文脉、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着力点，以培
育学生核心素养
为目标，把课后服
务作为开展传统
文化教育的有效
途径，采取灵活多
样的方式，把传统
文化搬进课后服
务课堂；开设多元
的传统文化特色
课程，让学生近距
离接触和感受优
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进一步提

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
认同感。

挖掘非遗资源
开展课后特色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进
校园活动是传统文化
自信的彰显，也是润

物细无声的文化传承。近年
来，永善县立足县内非遗资源
保护挖掘，进一步深化非遗进
校园内容，拓展非遗进校园形
式，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态
传承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
化生活，更让非遗在孩子们心
中生根发芽，在学校这片沃土
上开花结果。如今，县内越来
越多的学校开设了非遗课程，
蜡染、芦笙舞、月琴、达体舞、舞
龙舞狮等非遗项目已经从体验
式教学转化为常态化教学，让
孩子们的课后服务趣味横生、
多姿多彩。

永善县金江高台舞狮是融
武术、杂技于一体的民间传统
表演项目，已有 200 多年的历
史。如今，高台舞狮已被列入
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逐
渐成为庆祝重大节日、丰收、开
业庆典、新居落成的民间性非
遗表演形式，深受广大群众喜
爱。走进黄华镇中学，孩子们
在老师的指导下，正在认真练
习高台舞狮，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伴随着激昂的鼓声，小

队员们配合默契，狮身灵
活晃动，狮首上移下摆，
活力满满又富有童趣。
该校邀请了省级非遗传
承人张忠文担任兼职教
师，将高台舞狮技艺带进
校园，为孩子们打开了探
索传统文化的大门。“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非
遗传承人，很开心把这项
技艺传授给大家，让孩子
们在认识非遗、学习非遗
中体验传统文化带来的
乐趣，加深对本土文化的
了解和热爱。”张忠文深
有感触地说。

月琴在彝族生活中
占有重要地位，历史悠
久。月琴做工精细，演奏
形式多样，堪称少数民族
乐器的“天花板”。笔者
在永善县民族小学看到，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将琴斜抱于胸前，左手持
琴按弦，右手用食指或拨
片弹拨琴弦发音。“除了
月琴，学校还先后开设了
苗族芦笙舞、彝族达体舞
等课后服务项目，通过丰
富学生们的课后生活，激
发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兴趣。”校长李丽说。
马楠蜡染有“布艺上的青

花瓷”之称，展现了苗族同胞对
大自然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笔者在马楠乡中心校蜡
染课堂上看到，孩子们正在纯
棉布上认真地练习描线、点蜡，

“省级乡村工匠名师”王秀芬在
一旁细心观察、耐心指导，让学
生与非遗项目“零距离”接触，
直观感受非遗技艺之美。“这些
特色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孩子
们的课余生活，让孩子们放松
了身心，培养了他们的兴趣爱
好，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优秀
的传统文化。”马楠乡九年一贯
制学校教师黄伟说。

“一群穿着龙装的孩子，手
持长龙，迈着灵活稳健的步伐
穿梭前进。长龙在他们的手中
翻飞，引来围观同学一阵又一
阵的掌声……”每周一至周四
下午 4 时 30 分课后服务开始，
溪洛渡镇中心校操场就开始热
闹起来。学校注重将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课后服务，开设了多
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兴趣班，努
力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让他
们在课后服务中体验快乐、收
获成长。“我特别喜欢舞龙，因
为耍起来比较威风，而且还能
锻炼身体，更能体会到不屈不
挠、努力拼搏的龙狮精神，我每
次舞龙都很开心。”学生孙蔓月
高兴地说。

不仅如此，永善县还通过
持续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
动，打造出了县民族小学的彝
族月琴、马楠乡中心校的苗族蜡
染、溪洛渡镇中心校的舞龙等一
批特色传统文化教育品牌。部
分学校还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
开展农耕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
锄地、播种及管理的农耕过程中
感受自然变化，感知天地时节。

盘活传统文化资源
开展课后个性服务

如何让特色化、接地气、有
实料的课后服务课程真正惠
及学生，陪伴其健康成长、全
面发展？

近年来，永善县各学校结
合办学实际，力推“点菜式”课
后服务，引导学生和家长浏览

“课程菜单”，按照自己的爱好
选课，实现课后服务个性化。
在开展课后服务工作中，通过
多种方式及时采纳各方意见建
议，调整和优化课后服务工作，
不断丰富学生校园生活，促进
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自由选择，自主‘点菜’，
最大程度发掘孩子们的兴趣特
长。”永善县城南小学校长周开
琴介绍，学校精心设置“学科类
作业辅导+艺术实践社团活动”
课后服务课程，先后开设了跆
拳道、轮滑、葫芦丝、合唱、舞
蹈、乒乓球、武术操、炫动泥彩、
象棋、跳绳、十字绣等课后服务
兴趣课程，让孩子们在丰富多
彩的舞台探索实践、收获成长、
筑梦未来。

为提供更高品质、更高质
量的课后服务，永善县各学校
在吸纳家长和学生意见建议的
同时，还积极探索开放式办学
新路子，引进社会资源丰富学
生课后服务内容，加强与县文
化和旅游局、县文化馆、县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等部门和社会培
训机构对接联系，开展传统文
化公益讲座，举办文化艺术节、
才艺展演等，实现社会资源和
校内资源无缝对接。

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永善
县示范小学坚持以传承和保护
传统文化为己任，以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为重点，
开设了篮球、乒乓球、街舞、素
描、简笔画、合唱、手工、葫芦丝
等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课程，
定期不定期开展艺术节展演活
动，形成了以艺术教育为办学
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近年
来，学校组织编排的舞蹈《和谐
阳光》《千手观音》在云南省第
五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云南
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中，分别荣获一、二等奖。除
此之外，该校编排的街舞《偶像
万万岁》还登上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星光大道》舞台，获得广
泛好评。

“营养美味”的课后服务培
养了学生的兴趣爱好，提升了
学生的素养技能，大量学生在
各类项目中脱颖而出。在各级
赛事中，永善县中小学生大放
异彩。在第十四届全国青少年
模拟飞行锦标赛总决赛中，县
示范小学派出代表队，取得1个
一等奖、1 个二等奖、2 个三等
奖、8个优胜奖的骄人成绩。县
民族小学课后服务科技教育效
果明显，选派学生参加“第二届
（2021—2022 学年）少年硅谷
——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
成果展示大赛开源硬件应用设
计挑战赛”全国总决赛及第六
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旋翼
赛机甲大师越障迷宫赛，从全
国 16 个省（区、市）192 支参赛
队 60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5名
选手获开源硬件应用设计挑战
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2名选手
获第六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
赛旋翼赛机甲大师越障迷宫赛
二等奖。溪洛渡镇中心校课后
服务跳绳训练成效突出，在云
南省校园跳绳锦标赛中，以每
分钟 181次的好成绩，斩获 1分
钟10人长绳集体跳项目冠军。

“特色课后服务既能提升
学生的体能，又能教育学生互
助互爱，增进他们的友谊，还能
有效地培养他们刚健勇武、团
结奋进的精神。”永善县教育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依托节庆文化资源
开展课后沉浸式服务

2023年 12月 27日，永善县
溪洛渡镇中心校所辖 6所小学
联合以“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
化自信”为主题，组织开展了一
场别开生面、趣味十足的中国
传统文化节展演活动，通过场
景布置、情景展示、实物操作、
节目展演等形式，对除夕、春
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
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
日一一进行展示，并安排讲解
员进行讲解，让 3000 余名师生
在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冬日阳光照耀下的学校操
场上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来
自溪洛渡小学、新拉小学、干河
小学、合金小学、佛滩小学、双
凤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们，先后
带来合唱《我爱你中国》、朗诵

《弟子规》、独唱《听我说谢谢
你》、歌伴舞《爷爷为我打月饼》
等文艺节目，赢得了观众们的
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这边台上歌舞飞扬，那边
活动热火朝天。在春节活动
区，工作人员刚将精选的文学、
艺术、科学等书刊摆放好，师生
们就迫不及待地围了过来，尽

情享受丰富的“精神大餐”；摄
影师为师生拍摄照片，记录下
美好时刻；一旁的老师带领学
生们现场书写春联和“福”字、
剪窗花、模拟放鞭炮。“迎新春
事事如意、接百福天天开心”

“玉兔欢跳辞旧岁、金龙腾飞
迎新春”“和顺一门有百福、平
安二字值千斤”“天增岁月人
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宝地
宝屋集财气、春风春雨送万
福”……一副副墨迹未干的春
联被大家“抢”走。

在元宵节活动区，充满喜
庆色彩的谜题展现在大家眼
前，吸引着师生们的眼球，大
家穿梭其间，熙熙攘攘，构成
一道独特的风景。谜语内容
丰富多样，从猜字到猜成语、
猜物品，涉及知识面广、趣味
性强，考验了孩子们综合知识
的积累。作为元宵节的传统
习俗，包汤圆自然是必不可
少的环节。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们有说有笑地揉面拌馅，
分工明确，搓、捏、按、团，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寄托
新年美好愿望的汤圆逐渐成
形。甜甜糯糯的汤圆传递着
幸福、和谐的浓浓情意，展现
的是校园里的“烟火气”和“人
情味”。

在端午节活动区，老师向
学生们讲解端午节的来历和
习俗：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
舟节、重午节、重五节、天中节
等，日期在每年农历五月初
五，是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
的传统节日，有熏艾叶、赛龙
舟、挂菖蒲、饮药酒、佩香囊等
习俗……在食堂阿姨示范讲
解操作要领后，大家跃跃欲
试，纷纷动手实践，只见师生
们舞动起粽叶。手指穿梭，青
绿的粽叶、雪白的糯米在他们
的手中瞬间便包成了一个个
可爱的粽子。看到一个个有
模有样的粽子慢慢摆满桌子，
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甜甜的
笑容。

在中秋节活动区，提前设
计布置了月饼制作、书法、拜月
等小区域。在教师的带领下，
同学们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
传统习俗，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一派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月饼
制作区，伴随着优雅的古典音
乐，孩子们自发围坐在一起，和
面、揉面、配色、压膜……有说
有笑地动手制作月饼，品尝自
己的手艺，享受舌尖上的节日
味道。在书法区，师生们凝神
静气，现场绘制团扇、创作书
法作品、绘制手抄报，方寸之
间，墨韵渲色，展示书画艺术
之美。在拜月、赏月区，一场
传统的中秋仪式正在举行，上
香、祭酒、读祝、拜月……30 余
名学生身着汉服效仿古人拜
月，吸引了很多师生观礼。

喜庆、热烈的活动氛围不
仅感染着师生，还感染着在场
的家长。应邀来学校参加活动
的学生家长李文飞高兴地说：

“作为一名学生家长，来学校参
加传统文化活动，感到无比激
动和兴奋。学校想得特别周
到，专门策划开展这样一次有
意义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积极
参与、动手实践、愉快体验中感
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浓厚
氛围，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将
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家国情
怀深深地烙印在了自己的脑海
中，坚定信心、认真学习、奋发
图强，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和
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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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非遗传承从娃娃抓起。
②书法艺术进校园。
③省级非遗项目高台舞狮表演。
④永善县示范小学学生玩拍手游戏。
⑤溪洛渡镇中心校学生展示自己制作的传统文化创意手工作品。

⑥苗族传统文化展演。
⑦川剧变脸。
⑧永善县民族小学开展彝族月琴培训。
⑨猜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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