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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柳州山歌”引入小学音乐课堂推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校园的传承和保护的教育实践与研究 
许  光 

(广西柳州市柳邕路第三小学， 广西柳州  545100 )  

摘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冲击。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关键在于教育。广大中小学生是教育的重点，也是代代文化相传的重要体验者和传
播者。学校又是青少年受教育的主阵地，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必然要协助、分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重任。但学
校的工作是有局限性的，要完成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根据教育方针和校园音乐课程具有的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  、
社会交往、文化传承的功能，学校必须通过音乐课这个主阵地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校园的传承和保护教育。 将民族文化注入学
校音乐课课程，通过生动活泼的山歌文化来创新音乐教育，必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校园的传承和保护教育、对于加深学生的爱
国、爱家乡的美好感情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这些年来，我们将“柳州山歌”引入学校，引入音乐课堂，开展山歌演唱、举办“三
月三歌圩节”等民族文化活动，大大激活了校园特色教育，提升了学校知名度，培养和增强了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意识，全面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得到社会、家长、学生的普遍赞扬。本文将对我们引入柳州山歌教育，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与保护的教育实践作些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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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
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
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
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
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
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拥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
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
也是全人类共同财富。中华各族儿女在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
权的基本依据。 

截至 2011 年，我国共有昆曲、端午节、京剧、中医针灸和
皮影戏等 29 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羌年等 3 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
多的国家。目前，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1219 项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488 名。各
省、直辖市、自治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并逐步向市、县扩展。2011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始实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
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柳州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非物质
文化遗产也极为丰富，底蕴深厚。2005 年以来，经过普查 和逐
级申报，柳州市有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侗族大歌、苗族系
列坡会群、彩调（与自治区联合申报）等四项被公布为国家第
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侗族大歌、
苗族系列坡会群、柳州山歌、高沙锣鼓、侗戏等七项被列为自
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侗族大歌、
苗族系列坡会群、 柳州山歌、柳南高沙锣鼓、融水苗族芦笙斗
马、鹿寨平山山歌、柳城民间传统山歌等八项名录列为第一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课题，也是
我们作为学校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一、柳州山歌的传承保护 
据调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

势，正如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冯骥才先生所言：“民间文化的传
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依靠口授
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
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得不到妥善保护。传
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生存环境的改变，受众老龄化，以及
保护资金不足、政策不健全等因素，使这些多以人的口传身授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时会有“人亡艺亡”的危险。 

柳州山歌源远流长，由它产生了耳熟能详的刘三姐文化和
广西民族文化，它是我国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之一，是柳州本
土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柳州山歌作为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西柳州市区域文
化有别于其他地方文化的特点。尽管柳州刘三姐山歌文化千年
不衰，至今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
然而，由于世界多元化文化的激烈碰创，现代文化对青少年的
强烈诱惑，我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面临严重的挑战，有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濒危的状况。柳州山歌同样面临着传承和保
护的严重问题。首先是山歌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源流的意识
要加强；第二山歌传承要亟待改变歌手日趋老化的现状；第三
是山歌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发展。这些都必须从教育着手，
从青少年一代抓起。 

二．校园文化的本土情节 
“要唤醒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文化自觉。从学

校教育入手，从青少年抓起，对于文化遗产传承与繁荣发展具
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应增强全社会的非遗文化保护意识，
尤其应将非遗文化保护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促进非遗文化
的传播和弘扬。 

柳邕三小地处城区和县区的交接部，基本属于城郊学校，
学校学生 80%都是少数民族学生，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本土文化
情节。这些本土文化情节正是其他学校没有的特殊优势，也是
传承保护山歌文化、打造特色校园的优势。为了提升学生的民
族素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民族团结精神，在
扎实抓好民族教育课、特色大课堂、精品特色课的基础上，充
分利用各种资源，打造了柳州山歌、侗族刺绣、打油茶等民族
民间工作坊，加入柳州市中华文化促进会的传统文化促进会，
聘请社会专家来上民歌课、彩调课。通过开展 “六一”民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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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一条街、学民歌、唱彩调、开展民族体育项目——竹竿舞、
制作手抄报和绣球、开展民族结对子等一系列的民族活动，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
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促进各民族学生更紧密地团结在一
起，友好相处，加深友谊，共同进步。 

三、校园山歌的生机勃勃 
柳邕三小花朵朵，朵朵花开唱山歌， 
欢迎你到校园来，和我一起同欢乐。 
这些年来，柳邕三小以“品民族情韵，升民族素质”为主

题，以民族团结教育为办学特色，将“柳州山歌”引入学校，
引入音乐课堂，开展山歌演唱、举办“三月三歌圩节”等民族
文化活动，大大激活了校园特色教育，提升了学校知名度，培
养和增强了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意识，全面贯
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得到社会、家长、学生的普遍赞扬。柳邕
三小传承柳州山歌的具体做法： 

1.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加强音乐教师力量 
（1）配足配齐音乐教师  
学校配齐了两名专职音乐教师。还配齐了一名专职的，专

上《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教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编成教材，
整合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来上）。  

（2）、面向社会专家指导 
柳州是广西“歌海”的中心，有丰富的山歌文化资源和山

歌专家，我们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一是加入柳州市中华文化促
进会的传统文化发展研究会，积极参加研究会的活动；二是向
社会聘请民族文化、山歌文化的专家到校参加活动和学术指导，
聘请山歌歌王等来传经送宝。近年来，先后有广西山歌协会会
长黄有福先生、歌王郭秀莲女士、王宗殿副会长来学校给师生
们上山歌课，不仅提高学校山歌文化水平，同时加强了学校与
社会的沟通，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 

（3）推进“非物”传承保护 
努力挖掘社会资源，通过资源组合、互相交流、定期指导，

打造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特色学校，进而有效推进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继承并发扬光大。 

2、山歌纳入教学课程、积极编写专题教材 
（1）、每周每班保证一节柳州山歌及广西各族民歌课，还

根据学生的喜好安排每周两节柳州山歌特色大课堂。在时间上
给予保证。 

（2）、教师们通过到书店、网上查找，到广西民歌王范西
姆家访谈，向柳州音乐家协会刘沛盛主席请教，根据自己对民
族音乐领悟，编出了《广西各族民歌》《柳州山歌》《非物质文
化遗产》三本校本教材。 

3.定期举办“三月三歌圩节” 打造未成年人传承山歌基地 
 “柳邕三小花结球，三月初三起歌楼，斗歌好比炒黄豆，

你放盐来我放油。”在柳州市柳邕三小举行“三月三歌圩节”山
歌擂台赛上，学生们与广西歌王拉开阵式赛山歌，歌声飘过处，
尽是欢笑声。 

柳州山歌界最有名气的“武宣婆”郭秀莲和广西歌王黄有
福应邀到场，与唱山歌的学生组成了“小小刘三姐”和“小小
阿牛哥”两支山歌队，在擂台上赛起了山歌。 

歌王的山歌是张口就来，这些“小刘三姐”、“小阿牛哥”
也不赖，歌王起个头，他们就能跟着唱起来。“山歌花树年年新，
全靠花匠挑水淋，三姐托梦交待我，要做山歌传承人”，“柳邕
三小是歌窝，终年四季不断歌，山歌就像柳江水，一路翻滚波
连波！”这些山歌是妙语连珠，常常让在场的听众开怀大笑。 

尽管小学生们年纪不大，但大家都喜欢唱山歌，同学之间
甚至都有“师徒”互学山歌的趣事。 

4．搭建山歌兴趣平台，持续发展山歌文化 
（1）、为培养学生唱山歌的浓郁兴趣，鼓励学生展现民族

文化风采，持续发展柳州山歌文化，在学校搭建一个柳州山歌

歌王擂台，每周举行一次山歌擂台赛，同学们在班上打擂，再
到学校打擂，让学生每周都有机会展示自己柳州山歌的创作才
华和演出风采，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2）山歌来自民间，山歌来自实践。我们在寒暑假的作业
里，精心编写让学生到社会、到社区、向老人家、民间艺人等
采风的实践作业，到社会挖掘柳州山歌，继承和保护山歌这一
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特色教育的显著成果 
成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柳州山歌传承保护单位、柳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柳州山歌传承保护单位、柳州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柳州山歌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柳邕三小校园歌圩案例入选
全国未成年人优秀案例，并获得广西优秀案例二等奖、柳州市
优秀案例二等奖。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校的校容校貌、师生的精神面貌产
生了较大的变化，家长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柳州日报》、《柳
州电视台新闻节目》、《南国今报》、《柳州晚报》《柳州电视台新
播报》《柳州电视台新闻夜视》《柳州电视台尚学堂》节目每年
都要多次报道我校的柳州山歌的相关新闻和演出。 

学校的山歌队荣获广西青少年山歌比赛一等奖、在柳州市
艺术节合唱比赛二等奖，小组唱三等奖。荣获区“龙城金秋”
合唱比赛二等奖。小组唱三等奖的好成绩。 

五、“非物”传承的任重道远 
对非遗文化保护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文化遗产

保护的根本出路在于唤醒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少的文化自
觉，这也正说明了非遗文化保护进校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长江后浪推前浪，柳州山歌代代唱。 
我们相信，把柳州山歌引入校园，引入音乐课堂，不仅是

学校特色教育的需要，更是传承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是从长远提高全民非物质
文化传承保护意识，从根本步入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的战略措
施，是使未成年人教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的阳光之路，是我们
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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