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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视角下中职班级文化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

——以社会文化艺术专业（阳新采茶戏方向）班级文化建设为例

冯卫东　陈绪永　刘丹丹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阳新县职业教育中心），湖北 阳新 435200）

提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称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给中职班级文化建设带来

了难得机遇。本文对目前班级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三多三少、管理

粗放、队伍建设滞后、个体习惯不好进行了剖析，从校园环境吸

引人、习惯教育规范人、红色基因引领人、特色专业磨练人、社

团活动锻炼人、家校共育合格人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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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入校园的现实背景

（一）政策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称非遗）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积极贯彻

落中央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大力开展戏

曲、非遗等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

教育部分别在 2014 年和 2020 年印发两份文件，要求利用校

园课内外时间，通过研学旅行、专题讲座、生产实践以及现代信

息技术或手段，宣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职业认同感，树立

劳动自豪感，让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精神融入到实践教学、课堂

教学中去。

（二）专业背景

十三五期间，教育部对中职学校德育大纲进行了修订，提出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十三五”末，教育部又相继发布两份重要专业指导性纲领

文件，对中职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公共基础课程改革提出了

指导意见，进一步夯实优秀传统文化在课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支撑地位，确保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体系。

2020 年 3 月，《中等职业学校艺术课程标准》发布。

上述专业性教学文件，更新了新时代德育教育教学内容，从

专业建设、课程改革等方面提出了非遗文化作为重要的德育内容

的具体要求，强化了非遗传承意识培育。

（三）现实需求

阳新采茶戏源远流长，距今约有 300 年历史。流行于鄂东南

最大长江支流——富河流域一带，旧称其为“南河腔”（与富水

以北流行的“北河腔”即东路花鼓戏相对而言）。早在清康熙年

间（1662 年 -1722 年），阳新就出现茶歌和民歌小调为唱腔的“花

灯戏”，这是采茶戏的雏形。清末明初，阳新采茶戏飞速发展，

到解放前一段时期，又得到了全面的普及，古茶镇龙港在解放前

竞有八十多个业余采茶戏剧团，民间艺术家互教互学，戏艺日精。

那时，经常能看见到地头田边，歇工的农民和茶民就地开场，边

饮茶边赏戏，茶味、戏味、乡土味浓透心胸。有首民谣描述龙港、

燕厦一带采茶戏盛况：“阳新龙燕，四十八堰，抱起枕头一撂肩，

茶戏爱看一夜天。”1965 年 10 月，阳新县成立专业采茶戏剧团，

唱腔以南河腔为主，始定今称。名角代代传下，戏艺日益精进。

已编写成的《阳新采茶戏音乐》一书，收入《中国戏剧志·湖

北卷》之中。此举保证了鄂南的茶调和采茶戏音乐与历史共存。

为了推动采茶戏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发展与创新，进一步展示阳

新采茶戏风采，2014 年 9 月在政府文旅部门、阳新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中心的推动和学校的积极争取下，以我校社会文化艺术

专业为依托，成立了阳新县采茶戏艺术传承学校，成立了以阳新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阳新采茶戏”国家级传承人李家高

为特聘教师的艺术传承教师教学团队。2017 年 6 月，我校申报“社

会文化艺术（阳新采茶戏方向）”专业被湖北省教育厅评为湖北

省特色专业。2015 年秋季以来，该专业生源规模稳定在 200 人左右。

二、班级文化建设的现状

我们的生源主要来自于全县各镇场开发区农民家庭、城区贫

困下岗家庭子女、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学生性格差异较大，大

多是或溺爱，或缺少爱所致；思想素质普遍较差、法制意识淡薄；

缺乏礼仪教育，自控能力极差；缺乏责任感、害怕吃苦。表现为

厌学、好逸恶劳、桀骜、自卑、偏执等。以社会文化艺术专业为例，

既有共性的也有差异化的表现。

（一）三多三少

女生多男生少，几乎呈现一边倒现象，百人比例男生约占

5-8%；来自村组的多城区的少。这是共性现象，县级职教中心，

生源主要来自于乡镇；单亲和留守的家庭多，综合评价优秀的少。

（二）班级管理粗放

没有建立系统的班级文化制度体系，忙于应付学校层面的各

类证件、表格、数据的统计与上交，有的班级文化建设或管理等

同于义务教育管理模式。

（三）班干部队伍建设落后

班干部的带头引领作用不突出。

（四）学生个体的习惯不好

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尤其是学习习惯不好。心里健康教育滞后，

青春期女生管理需加强。

三、班级文化建设的实践

社会文化艺术专业属于文化艺术大类，本质上姓“艺术”。

培养中职生的艺术细胞，特别是一大批没有任何艺术基础的学生，

对我们来讲，有难度、有高度。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探索。

（一）校园环境吸引人

十三五以来，学校借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东风，先后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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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到中央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奖补资金近 2000 万元，新建

5000 平米社会文化艺术专业实训大楼，音乐教室、舞蹈室、琴房

40 余间；实施绿色校园工程，栽培了 10 多种花木，校园绿化率达

到 60%；新建女生公寓 1 栋，进一步改善了女生的住宿条件；同时，

校园生活区、教学区的显著位置还分别围绕励志、勤奋、国学文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打造了众多的诸如“学而不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校园文化石，整个校园充满人文气息、

书香气息。营造这些硬件环境，不单单是为了社会文化艺术专业，

而是在整个校园建立里面，把我们的“五个校园”建设思想贯穿

到校园的边边角角、一砖一石、一草一木。

（二）习惯教育规范人

习惯教育类型包括了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行为习惯。坏的

习惯，比如不遵守作息时间，上课迟到早退，下晚自习就寝熄灯

后玩手机、偷跑上网，衣着不整；比如女孩子浓妆艳抹、穿高跟鞋；

比如没有配齐足够的学习工具、课堂上睡觉玩手机、不完成作业，

这些都在部分学生中表现了出来，很有代表性，一方面是家庭教

育的缺失，也有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缺失。如果好的习惯没有培

养出来，不可能打造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也不

利于孩子持续发展。我们的做法主要是建立班级班规，针对女生

多的现实，不定期邀请专家来校进行女生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

礼仪教育；结合学校德育学分制，从制度层面抓习惯教育。我们

认为，习惯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这个好的习惯形成，

人不可能走得远，没有这个好的习惯形成，孩子们将来的持续发

展就是一句空话。

（三）红色基因引领人

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结合阳新县情，融入红色基因文化。阳

新红色资源极为丰富。目前阳新县拥有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单位、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张国家

级红色资源名片。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港革命旧址群，

曾号称“小莫斯科”。我们编写了新生入学读本，在入学教育中

灌输红色文化，在理想信念教育中植入红色文化，在家国情怀教

育中升华红色文化。这里，我们重点抓班干部队伍建设，只有班

干部“红”了，才能带领班级其他同学共同进步。

（四）特色专业磨练人

突出两大特色，即突出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办学特色和“非遗”

的地域特色。每年都组织专业老师对社会文化艺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进行修订，专业基础课程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对部分特色核

心课程，包括采茶戏经典唱段，采取视频录像、录音等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各个年级传唱的办法，遗留传承下来；突出阳新地域

特色，即针对本专业所在区域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产业，精心

制定社会文化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研讨，确定周课时 4 节，

360 个学时，5 个学期，把采茶戏的“时唱时和，锣鼓伴奏”特点

充分展示出来，同时，还把阳新采茶戏经典剧目《山中一片云》《载

梦的小船》部分唱段列为必修考查科目，确保质量。 

（五）社团活动锻炼人

社团活动老师只是一个牵头，老师带领班干部组织 1-2 次示

范性的活动引领，可以培养班干部的观察力、组织力、影响力。

后续活动，可以放手让班干部独立组织，进一步锻炼学生活动组

织能力，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增强班集体凝聚力。我们以社会文

化艺术专业学生为牵头和组织者，宣传发动全校学生成立阳新县

梨子园艺术团。这个艺术团的主要功能是丰富班级业余生活，发

现培养舞蹈、弹唱等艺术爱好者，代表学校参加各级各类文艺活动。

一大批学生通过参加社团活动，锻炼了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提升了个人艺术素质水平，增强了个人自信，增强了集体荣誉感，

开阔了专业视野。

（六）家校共育合格人

学校层面成立了家长委员会，班级建立了家长群。我们定期

向家长推送学校微信公众号的信息，比如喜报、成人礼、文明之星、

进步之星，也把好的典型推送给家长，比如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省市级学生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获得者事迹、期中期末考试学业

电子成绩单等，也把学校的一些管理规定推送给家长，比如手机

管理、作息时间的调整、食堂菜品品种等，需要家长和家庭教育

的共同协作。

四、班级文化建设的成果

2012 年 9 月，阳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在阳新县职业

教育中心正式挂牌成立阳新县采茶戏传承学校，开启了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学校聘请阳新采茶戏剧团资深专

业老师授课，以我校社会文化艺术专业学生为班底，以就业和升

学两条腿并重的方式，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阳新采茶戏

在鄂东南大地绽放异彩。

（一）班级整体形象有提升

艺术班的学生个人素质、班级整体形象有了彻底改观，文明

礼貌、互帮互助、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蔚然成风。

（二）学生习惯教育有改善

生活习惯、行为习惯有了质的变化，学习好习惯开始逐步形成。

（三）非遗传承效果明显

我校与县非遗中心联合成立了戏曲进校园工作专班，仅 2017

年我校社会文化艺术专业班级先后下乡演出 20 场次，弘扬了阳新

采茶戏。由我校李紫薇老师及 14 级学生张婷、15 级学生周思聪

等组建的阳新县采茶戏传承中心表演团，多次参加了北京、武汉

等非遗传承展示大会。阳新采茶戏的多场、多地演出，进一步提

升了阳新采茶戏传承学校的知名度。

现代采茶戏《采茶女》等节目走进了阳新春晚；在 2017 年黄

石市职业教育成果展，同时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录制播出；在 2018

年黄石市第十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评选中获得一等奖；在湖北

省第十一届黄鹤美育节赴荆州展演中获得三等奖；2018 年 10 月

在湖北省校园戏曲展演中荣获二等奖。

中职班级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中职学校培养的终极目

标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公民，这是最基本的目标。借助非遗文

化传承这一抓手，在社会文化艺术专业班级中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有了一些成效，但还是有诸多不足的地方，班级文化建设作为班

级管理的一部分，还需要我们加大创新力度，结合校情生情，做

更多有特色、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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