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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部署了健全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健全各级各
类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教育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任务。

《意见》指出要建立以学生为本的新型教学关系，要求学校和
教师改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变革教学组织形式，创新教学
手段，改革学生评价方式。提出要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优
化课程结构，增加选修课比例，丰富课程资源，提高课程的选
择性和适应性。

1　以学生为研究主体，学生永远是第一评价主体
在非遗课堂“东阿阿胶传统制作工艺融入中学课堂”的推

行中，我们先是对学生对非遗的了解情况进行了调查问卷，针
对开展非遗课堂的40个班2000名学生展开问卷调查，其中有效
问卷1963 份，以下是学生情况的统计结果：

基于学生一穷二白的认知基础，我们以学生熟悉的说明文
《景泰蓝的制作》导入，然后进行阿胶传统制作工艺的ppt讲授，
随后组织学生前往阿胶生产基地观摩和学习阿胶的制作工艺。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认真观察阿胶生产流程，认真记录笔记，回校
之后开展了小组讨论，形成了自己关于阿胶制作工艺的文字报告。
在年级组织的“非遗之东阿阿胶传统制作技艺”的征文比赛中，学
生们对阿胶之旅感喟良多，写出了许多爱家乡爱非遗的好作文。
所以，在推广非遗课堂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学生心理发展，考
虑学生对非遗知识的接受能力，并以学生的认知发展的水平和特
点为依据，遵循量力性原则，通过与现有课本知识的结合，采用
比较法、实践法等多种学习方式，因材施教，实现传统技艺与现
代教学手段的有机融合。

2　将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科学性就是注重非遗自身的专业知识，这是必须给予学生的

知识。趣味性，仍旧是在以学生为主体考虑课堂，一切考量学生
的吸收效果和最终的课堂评价。对于在课堂上共同学习却看不到、
摸不着的非遗技艺，除了带领学生在课堂学习非遗专业知识，进
行实地研学考察，在照顾其科学性的同时，兼顾趣味性。也可以

让学生在非遗文化的学习中修身
——以非遗课堂“东阿阿胶传统制作工艺融入中学课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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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遗是世界的，民族的，保护传承、人人有责，而将非遗带入校园，进行积极地教学探索和推广，也是我们作为教师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学生们的年龄特点、生活方式、家庭条件局限了他们对非遗文化的认知、保护意识和传承责任，如何在传
统文化中修身，我们教师可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积极地实践推广，让非遗形成课程体系走进校园，走上课堂，走进学生的视野
和人生。

【关键词】非遗文化；传统；学习；保护传承；实践；修身养性

邀请＂非遗＂的传承人，为学生讲解相关的历史典故、发展脉络，
将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既帮助学生学习了非遗的相关技艺和
知识，又调动了学生科学传承的积极性及保护“非遗”的责任感。

3　课上理论与课下实践相结合原则
邀请专家、艺术家和非遗项目传承人进校园言传身教。
先前非遗的传承多为子承父业或拜师学艺，学员构成简单、

数量较少。随着国家大力支持非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广电传媒部
门不断制作高精尖综艺节目和纪录片进行宣传，工商管理部门大
力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教育部门也应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建立紧密联系。让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代
表的民间艺人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可以有效缓解当前文化遗产
教育推广工作中出现的师资短缺状况。加之许多传统技艺面临后
继无人的状况，让这些技艺传承人教授学生学习，可以提高其社
会关注度和和社会地位，培养学生兴趣，储备人才。

“非遗”融入课堂的实践中，如有条件让教师和学生亲往“非
遗”基地现场实地考察和学习，这将为接下来进行课堂的教学融
合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开展“非遗”课堂、主题论坛、研学旅
行、实地考察、成果展示等活动,补充学习的非遗理论知识。将课
堂传授与实地考察的有机融合，既能让学生掌握坚实的非遗专业
知识，也将极大地保障我国“非遗”文化融入课堂的教学效果。

4　将个人成长与社会价值实现相结合
学生学习非遗的过程，首先是学生的自我知识面扩充的过

程，其次对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学的方面来
讲，“非遗”的形成是对传统文化基因的延续发展，是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明的共生交织，“非遗”传承发展始终伴随着自由、平等、
爱国、敬业的人文价值表达，其传承意味着民族精神在当代的延
续发展。“非遗”进入课堂，既传播了非遗文化知识，又成为学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平台，与现代和谐社会对学生的成
长要求达成一致。

综上所述，非遗是世界的，民族的，保护传承、人人有责，而
将非遗带入校园，进行积极地教学探索和推广，也是我们作为教
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学生们的年龄特点、生活方式、家庭
条件局限了他们对非遗文化的认知、保护意识和传承责任，但是
我们教师可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积极地实践推广，让非遗形
成课程体系走进校园，走上课堂，走进学生的视野和人生。当然，
这个过程是绝对的漫长和曲折的，需要社会各界、各部门的配合
和辅助。在这个长远地研究探索过程中，我们也会时常反思自己
的实践路径、分析角度、探究内容，故本文如有不当之处，还请
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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