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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韵传承·双语童梦”
——‘大手牵小手’协同传承辽阳非遗文化的创新实践

刘雅迪　刘晓彤　宋　冰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武圣校区），中国·辽宁　辽阳　111000

【摘　要】本文介绍“大手牵小手”模式，即大学生与小学生合作，开展辽阳非遗文化传承项目。阐述该模式在传承

地方非遗文化、提升小学生非遗认知和双语能力方面的创新性。结合项目与辽阳县电视台合作举办“双语小主播”比赛的

实践，分析项目实施成果与意义，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展望，旨在为非遗文化传承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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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辽宁大学第十三批(2025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创新实践项目——“襄韵传承·双语童梦”—‘大手牵

小手’协同传承辽阳非遗文化的创新实践。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历史的

记忆与民族精神。辽阳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拥有

丰富多样的非遗文化，如葫芦烙画、大唐服饰手绘、古襄

泉酿酒技艺等。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这些珍

贵的非遗文化面临传承困境。在此背景下，“大手牵小

手”——“大学生+小学生”合作传承辽阳非遗文化项目应

运而生，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非遗传承路径。

1　项目背景与目标

1.1　项目背景

辽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独特且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葫芦烙画展现了民间艺人精湛的手工技艺和

独特的艺术审美；大唐服饰手绘承载着古代服饰文化和手

绘艺术的魅力；古襄泉酿酒技艺体现了当地传统的酿造工

艺和特色。以及老世泰糕点制作技艺、辽菜襄平宴制作技

艺、满族八中碗制作技艺、古襄泉酿酒技艺、下达河龙头

湾酒坊固态混料发酵清香型麸曲酿酒技艺、田氏古建筑木

雕技艺等这些非遗文化是辽阳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传承与弘扬。小学生群体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是非

遗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但小学生对辽阳非遗文化的了解相

对匮乏，缺乏深入接触和学习非遗的机会。大学生则具备

较强的知识储备、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能够为非遗传

承带来新的活力。将大学生与小学生结合，构建“大手牵

小手”的非遗传承模式，既能激发小学生对非遗的兴趣，

又能发挥大学生在非遗传承中的积极作用。

1.2　项目目标

（1）通过“大学生+小学生”合作模式，有效传承宝贵

的辽阳非遗文化，使非遗文化在青少年群体。在社会、在国

家中得到传承与发展。（2）提升小学生对辽阳非遗文化的

领悟与理解深度，让他们熟知非遗背后的故事、技艺及文化

内涵。（3）借助前期实践成果，通过双语小主播等形式，

线上线下结合，增强小学生的双语能力，为辽阳非遗文化的

国际化传播奠定基础。（4）扩大辽阳非遗文化在本地及更

广泛地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促进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发

展。同时传承辽阳市非遗文化响应政府和国家号召。

2　理论建构

2.1　跨文化传播理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强调不同文化间信

息的传递与理解。辽阳非遗文化作为独特的地方文化，通

过“大手牵小手”模式，大学生与小学生合作，以双语形

式进行传承与传播，将地方非遗文化推向更广泛受众。这

契合跨文化传播中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传播需求，通过

语言转换与文化阐释，打破文化传播壁垒，使辽阳非遗文

化在国内外获得更多理解与关注，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

2.2　教育传播学理论

教育传播学关注教育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加工与反

馈。“大手牵小手”模式中，大学生作为知识传递者，将

非遗文化知识和双语表达技巧传递给小学生，这是教育信

息的传播过程。小学生在学习与实践中，通过参与“双语

小主播”比赛等活动进行信息反馈，双方互动促进知识内

化。同时，利用辽阳县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扩大教育传播

范围，增强非遗文化教育传播效果，提升小学生对非遗文

化的认知和双语能力。

2.3　文化符号学理论

文化符号学认为文化是由一系列符号构成，非遗文化蕴

含丰富的象征符号。在该项目里，辽阳非遗文化的技艺、

故事等都是独特符号。大学生和小学生通过双语讲解、展

示等方式，对这些符号进行解码与再编码，使其以新的形

式呈现。“双语小主播”比赛成为文化符号传播的平台，

借助语言符号（双语）和活动符号（比赛），激活辽阳非

遗文化符号内涵，增强小学生对本土文化符号的理解与传

承意识，推动非遗文化符号在当代社会的延续与创新。

3　“大手牵小手”模式的具体实施

3.1　前期准备

项目团队联合辽阳县电视台举办“双语小主播”比赛，

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动员小学生参与，选拔出双语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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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非遗的小主播，并招募大学生志愿者组建指导团队。

3.2　非遗文化课程设计

团队结合非遗文化特点及小学生认知水平，设计葫芦

烙画、大唐服饰手绘、古襄泉酿酒等课程，采用理论+实践

+双语教学模式，用英语讲解非遗历史与工艺，提升学生双

语能力。

3.3　实践活动开展

组织大学生与小学生结成帮扶小组，共同参与漆扇制作

等非遗研学活动，指导作品创作并鼓励双语成果展示。同

步开展非遗展览、社区推广等活动扩大影响力。

4　项目实施成果

4.1　初步宣传成果

与辽阳县电视台合作举办的“招募双语小主播”比赛取

得了显著的宣传效果。比赛通过电视台的报道和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平台的推送，获得了较高的点击量和关注度。

许多家长和社会人士对项目表示认可和支持，为后续非遗

文化的传承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此外，项目与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武圣校区）和辽

阳县趣学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辽大外院&趣学

堂杯”英语宣传家乡文化比赛，比赛通过直播、电视台报

道和微信视频号等媒体平台的宣传与推送，获得了相当可

观的点击量。这一比赛不仅激发了大学生和小学生对于家

乡非遗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也进一步扩大了辽阳非遗

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参赛者们用英语讲述辽阳非遗故

事，展现了辽阳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非遗魅力，吸引

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为辽阳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注入了

新的活力。

4.2　小学生能力提升

通过非遗课程和实践活动，小学生对辽阳非遗文化的兴

趣和理解显著提升。双语教学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双语表达

能力，使其能在展览和社区活动中流利介绍非遗文化。

4.3　非遗文化影响力扩大

项目推动下，学生和市民对辽阳非遗文化认知加深。通

过展览、进社区等宣传活动，非遗文化的独特价值得到广

泛传播，吸引大量市民参与，有效扩大了文化影响力。

5　项目的创新性与意义

5.1　创新性

（1）独特传承模式。"大手牵小手"模式通过大学生

与小学生跨年龄合作，实现知识双向传递。大学生提供专

业引导，小学生以求知欲积极互动，既注入非遗传承新活

力，又培育新生代传承者。（2）多元文化融合。将葫芦烙

画、大唐服饰手绘等辽阳非遗项目与双语教学结合，既深

化小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又通过英语教学提升国际交

流能力，推动非遗文化多维传承。（3）媒体助力与实践平

台。通过与电视台合作培养双语小主播，搭建非遗宣传平

台。结合电视节目传播与实地实践，形成"学做结合"的传

承闭环，有效增强非遗传承深度与实效性。

5.2　意义

从教育的角度来深入探讨，这个项目为小学生群体带来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它巧妙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教育内容与双语教育相结合，不仅拓宽了小学生们的学

习视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他们的学习内容。这种

创新的教育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他

们的认知能力、创造力以及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从文化传

承的视角来看，这个项目对于保护和传承辽阳地区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让这些珍贵的

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且通

过教育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一代了解和认识这些文化的价

值。此外，该项目还为社会各界人士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从而促进了非遗文

化传承的多元化发展。通过这样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

教育与文化传承可以相辅相成，共同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6　项目展望

6.1　深化合作

未来，项目团队将进一步深化与辽阳县电视台、中小

学、企业的合作，策划更多具有影响力的非遗文化宣传活

动。同时，积极拓展与其他媒体、学校、社区等机构的合

作，形成辽阳非遗文化传承的合力。

6.2　丰富项目内容

在现有非遗文化课程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不断挖掘

辽阳非遗文化的内涵，开发更多具有特色的非遗项目。例

如，开展更多的辽阳非遗文化研学旅行，让小学生亲身感

受辽阳非遗文化的魅力，设计辽阳非遗文创，让更多人的

了解喜爱辽阳非遗文化。

6.3　推广项目模式

将“大手牵小手”非遗传承模式向其他地区推广，为更

多地方的非遗文化传承提供借鉴。通过举办经验交流会、

研讨会等活动，分享项目的成功经验，推动辽阳非遗文化

传承事业的发展。

7　结论

“大手牵小手”——“大学生+小学生”合作传承辽阳

非遗文化项目，通过创新的模式和丰富的实践活动，在非

遗文化传承、小学生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一项

目不仅为辽阳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

为其他地区开展非遗传承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相信在

未来，随着项目的不断深入推进，辽阳非遗文化将在更广

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非遗传承事业也将迎来更加美好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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