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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鼓舞文化     打造特色教育 
——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中心学校鼓舞文化建设纪实 

黄燕  蒙夏玲  蒋海莲  黄秋镕 

（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中心学校  南晓  530233） 

摘要：南晓镇中心学校秉承“乡歌润美德 腾鼓振底气 起舞晓人生”的办学理念，以“培养具有壮乡情怀，晓美品格、创新能
力、健康体魄的南晓美少年”为办学目标，以“尚德晓礼，鼓舞育人”为宗旨，建设“鼓舞文化”特色教育，积极传承壮族民俗文
化，逐步形成“嘹啰山歌”“击鼓明志”、“鸠舞呈祥”、“香火球运动”等具有南晓特色的“鼓舞文化”教育模式。并把鼓舞文
化融入各学科教育教学中，努力打造“朝气蓬勃，和谐共进”的校风、“乐教好创，诲人不倦”的教风、“乐学善探，学而不倦”
的学风，培养有志气、有雅气、有灵气、有才气、有朝气壮乡美少年。 

关键词：鼓舞文化融入教育教学 
 
一、打造“鼓舞”壮乡物质文化，培养具有壮乡情怀的南

晓美少年 
学校结合所处的南晓街的“晓”字，提炼出本校的校园鼓舞文

化建设亮点——晓（礼）理教育，并按此实施校园文化建设，不断
营造“鼓舞育人”的校园氛围，让校园时时处处充满浓浓的文化艺
术气息。 

学校的环境文化努力打造壮族特色文化：学校有壮文教室、嘹
啰舞台、壮乡文化长廊、教学楼壮乡图标浮雕、香火球雕塑、壮乡
铜鼓、民族文化板报等一批具有壮乡特色的环境文化。 

让每一幅墙，每个角落都有壮族的特色，在潜移默化中，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提升，更加热爱自己的校园，自己的民族，有振
兴民族的责任感。 

结合壮族的乡村学校的师生具体情况，将《中小学生日常行为
规范》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创编出《学生行为规范歌》，《教师
道德规范歌》着力打造以物质文化为外壳、制度文化为支柱、精神
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文化，让壮乡南晓文化植入师生的心中，寓教于
境、寓教于景、寓教于情、寓教于美，充分发挥“文化思政”、“文
化育人”的作用，凸显壮乡文化育人特色，服务立德树人根本。  

二、开发特色鼓舞文化课程培养有志气有才气新时代好少
年 

作为一所乡镇学校我校努力建设“鼓舞文化”，浓郁的乡土文
化艺术蕴育着我们，滋养着我们，嘹亮的山歌艺术浸润孩子的心灵，
影响孩子的德行；洪亮的壮乡铜鼓激发乡村的孩子茁壮成长的底
气，鼓舞昂扬向上的志气；在壮乡文化的熏陶中懂得如何做人，在
拼搏进取的学习中舞出精彩童年，奠基美好人生。 

学校根据“鼓舞文化”开发了独具特色的鼓舞文化课程，内容
包括晓德立人（品德与修养）、晓文立雅（语言与人文）、晓理立
创（数学、科学与探究）、晓艺立美（艺术与审美）、晓体立健（体
育与健康）。在实施鼓舞文化课程中，培养学生有志气、有雅气、
有灵气、有才气、有朝气的新时代好少年。 

啰学校把依据壮乡文化拓展的“嘹 山歌”、“会鼓明志”、“斑
鸠舞”、“打香火球”等特色校本课程融入国家的基础性课程中，
实现了校本化课程基础课程实施。 

“会鼓明志”是校本特色课程，属于拓展性课程，它通过道德
法制、班队会等基础性课程，进行自信、自律、自强、自理、自立
等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学生底气，长学生“志气”，提升学生自信
力。一周用一节或一个月用两节《道德与法治课》，或者用大课间
10 分钟进行“会鼓明志”，把生硬的、生涩的《道德与法治课》用
声音热烈表现出来，增强学生的道德修养，增强自信心。挑选出一
到六年级《道德与法治课》中有关于培养学生志气的课程，授课时，
把会鼓拉到教室，在志气激昂处击鼓，让鼓声形成一种热烈，激人
向上气氛，让学生底气在鼓声中得到提升，志成高远，培养出学生
的好胜心和自信力。 

击鼓明志也可以作为学生提神醒脑的神器，不管上那种课程，
当课堂上学生听课状况差、精神不集中，老师就要求学生用手在桌
子上打鼓点：咚锵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咚咚锵！
打几个回合下来，学生精神大增，士气焕发，上课效果提高！ 

在语文教学中，我校教师巧妙融入家乡的特色资源。如六年级
语文下册第一单元的内容是民风民俗，在习作课《家乡的风俗》中
要求通过习作表达自己对家乡的赞美，感受家乡独特的风俗中蕴含
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德。该校六年级教师在课程中不约而同渗透了
南晓壮族的民风民俗，通过表现熟悉的家乡人、熟悉的风俗人情，
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课堂质量。 

在音乐教学中，我校教师把鼓舞教学应用到日常课堂。如四年
级音乐课家乡民族民歌，要求通过民族乐器演奏、民歌传唱习作表
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感受家乡民族文化魅力。音乐教师在课程中
运用壮族传统乐器会鼓，击打会鼓的节奏、欢快的表演、唱出壮乡
儿女丰收的喜悦、生活的愉快。 

在信息技术课程中，我校教师把鼓舞文化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学习画图软件时穿插一节画壮鼓的综合课，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
力、创新意识和团结协作的精神。给学生讲解香火球的文化历史背
景、现状，并且把壮鼓引入校园；课堂实践证明，这类课程既能锻
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又能让学生了解其文化、历史背景等内容，愉悦
身心；把继承和发扬民族特色文化放首位，丰富教学内容，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既让壮族会鼓让更多人喜爱，从而完成民族传统文化
的现代化普及和推广，也使得学生既学会学习，又具有健康的心理、
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良好的信息素养。 

我校每周用一节道德与法治课，以及周一国旗下讲话进行“会
鼓明志”，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同时，挑选出一到六年级道德与法
治课中有关培养学生志气的课程，授课时把会鼓拉到教室，在志气
激昂处击鼓，营造一种激人向上的氛围。每逢重大节日或活动，会
鼓表演总会成为一道振奋人心的风景线，学生底气在鼓声中得到提
升。 

三、传承壮族香火球技艺锻炼动手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 
壮族香火球起源于明朝，流传于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大塘镇

及钦州市的小董、新塘一带，已列入南宁市、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从 2014 年开始，南晓镇中心学校把香火球引入校园，
并邀请香火球第七代传人——班继联给学生讲解香火球的文化历
史背景、现状，传授香火球选材、制作方法等知识。学校将香火球
制作作为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老艺人手把手传授香火球
制作方法，既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又传承了壮族民俗文化，增强
学生民族自豪感。 

我校还把非遗香火球运动引入校园，邀请班继联传授师生香火
球运动的规则及运动方法。学校在每周三、周五大课间开展香火球
运动会，还在今年“六.一”举行了第一届香火球运动。师生在强身
健体中继承和发扬香火球运动，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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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就这样利用本土资源传承壮族民俗文化，通过学生寻找制
作香火球材料，制作香火球过程的劳动来传承非遗文化，创建文明
校园，打造特色教育品牌。小小的香火球制作劳动为学生建构了一
个向善、向上、向美的新载体，新的学习领域，给了学生新的体验、
新的感悟、新的成长。 

四、嘹啰山歌融入课堂教学  促进文化传承培养民族情怀 
啰 啰我校作为嘹 山歌的传承学校，坚持将嘹 山歌作为学校特

啰色，将嘹 山歌文化引进语文、品德、音乐、体育等课堂，让本土
文化精髓浸润学生心灵。例如：把为人处世、尊老爱幼、文明礼貌
融入健康教育中，把农耕知识、四季变化的《二十四节气歌》等融

啰入科学教育中，并将嘹 山歌融入艺术教育中。通过学习，学生对
啰嘹 山歌旋律轻快、唱白结合的独特音乐形式、深厚的文化底蕴、

啰传统的演奏方式等有了深入了解。嘹 山歌文化与各科课程的融
合，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学校增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课、民族壮文课、香火球手工
课、三月三壮乡美食体验课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课程，推进民族团结
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建立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机制。学

啰校以“壮乡嘹 文化交融”为主线，依托班队会、升旗仪式、“非
遗”文化展、壮文专题讲座、民族手抄报、民族征文比赛等形式多

啰样的活动，还重点开展“壮童嘹 献祖国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民俗
啰文化进校园和“三月三”壮乡嘹 民俗文化节，丰富民族教育活动

形式，拓宽民族教育渠道，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五、打造鼓舞文化教育品牌，摸索乡土文化教育资源育人

模式 
2014 啰年以来，学校全面实施“传唱嘹 山歌·弘扬乡土文化”

非遗传承教育资源开发育人模式，在“乐采—精酿—巧融”三层次
啰多举措中，有目的地解决了如何利用嘹 乡土文化育人等主要问

题，探索出“一采二酿三融”的乡土文化教育资源育人新模式。 
（一）乐采——采集山歌，溯根求源 
2014 年 3 月，学校组建南晓乡土文化育人团队——“晓蜜蜂”。

啰 啰“晓蜜蜂”访嘹 文化的专业传承人，挖掘嘹 文化育人资源， 重
啰点采集嘹 山歌的曲调、形式、唱法等；探索出乡土文化“寻访+

啰挖掘”采集法，解决嘹 文化“断根”问题。 
（二）精酿——去粗取精，加工创新 

啰为解决传统嘹 山歌内容上的局限性，“晓蜜蜂”先对采集的
内容进行筛选，刨去色情俗气等封建残余，对弘扬“真善美”的内
容进行加工创新： 

1. 啰紧扣时代热点，创造“时代味”嘹  
“晓蜜蜂”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时代主旋律，将“爱

啰国、友善、中国梦”等新元素及内涵融入嘹 山歌的内容，以“嘹”
啰 啰“ ”为衬词的唱法，首尾呼应、朗朗上口，并根据嘹 山歌的旋

律特点谱出适合学生的童谣曲等形式，自编出壮话版、普通话版的
啰《复兴中国梦必圆》等三十多首时代韵味的嘹 山歌。 

2. 啰抓住办学理念，创造“校园味”嘹  
根据乡村学校的情况，“晓蜜蜂”为学校“三风一训”“办学理

啰念”等注入嘹 山歌的主旋律，创编出适合学生歌唱的曲调，酿造
啰出壮话版嘹 校歌《迈向辉煌的明天》等三十多首具有校园韵味的

啰 啰嘹 山歌。“晓蜜蜂”对传统嘹 山歌进行创造性地“精酿”，从本
啰体上有效地解决其内容上的局限性，有效解决嘹 山歌“进校园”

等问题。 
（三）巧融——嵌入课堂，浸润校园 
1. 啰嘹 嵌入课堂，探索教学模式，抓好育人“阵地” 
“晓蜜蜂”以课堂教学为切入口，依据乡村学校课堂教学的实

啰 啰际，把嘹 山歌全嵌入到“快乐三十分课堂”，开设嘹 山歌校本
啰课程。“晓蜜蜂”运用“半嵌入”方法，将嘹 山歌灵活地嵌入其

啰他学科课堂教学和教师教学培训中，将嘹 文化与其他学科有机渗
透，课堂教学满意率逐年提升，探索出“嵌入式”的教学模式。 

2. 啰嘹 浸润校园，实施文化渗透，培厚育人“土壤” 
“晓蜜蜂”将嘹啰文化浸润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日常广
啰 啰 啰 啰播嘹 歌曲，打造“嘹 教师唱”“嘹 学生唱“嘹 家长唱”“师

啰 啰 啰生嘹 串唱”等多种形式传唱，创建“人人唱嘹 、处处咏嘹 ，
啰时时歌嘹 ”浸润式校园，发挥壮乡文化的渗透性，培厚南晓育人

的土壤。 
六、民族团结拓宽育人渠道，鼓舞文化演绎学校德育工作

传奇， 
啰我校每年都举办“壮童嘹 献祖国，民族团结一家亲”庆国庆

活动，旨在宣传民俗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2019 年国庆良庆区
玉洞小学、大沙田小学、那陈小学等兄弟学校都来南晓镇参加庆祝
活动；城区党委常委、教育局党组成员、南晓镇党委政府等领导莅

啰临活动现场指导工作。嘉宾们高度赞扬南晓镇中心学校嘹 山歌传
唱对培养孩子“尚德晓礼”的育人方式取得巨大成就，我校石国宪

啰校长等用嘹 改编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唱出来时，现场载歌载舞，
把师生们爱国爱党热情、把民族团结的教育推向高潮。 

我校张杰老师来自贵州，布依族；卢成老师来自云南，彝族；
李庆睿老师是广西瑶族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民族的老
师，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怀着一颗热爱教育事业赤心来到广西，
来到南宁，来到南晓镇中心学校。他们除了热爱党的教育是事业，
还有传播民族文化的情怀，还有坚守民族团结的心愿。 

我们在全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来，给我校德育工作注入
了生机和活力，迎来了一片生计盎然的蓬勃景象，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感进一步加深，学生的民族政策常识水平明显提高，参加社会实
践，不仅激发了大家热爱家乡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习增长了
见识，了解了社会，提高了社会适应能力，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在鼓舞文化净化感染下，学校的校风、校貌得改善，学校以“小
手拉大手”以鼓舞文化传承为纽带，使民族奇葩薪火相传，学校的
鼓舞文化唱响了南晓文明之歌，激情演绎德育教育的传奇！ 

我校民族教育成果显著，多次荣获良庆区、南宁市表彰，并于
2019 年喜获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2020 年荣获中
国新样态联盟第三批实验学校。2021 年组织学生参加南宁市《听党
话 感党恩 谱写民族团结情》主题征文比赛，荣获优秀组织奖。同
时，国家级、自治区、南宁市等媒体多次宣传报道南晓镇中心学校

啰壮乡嘹 山歌民俗文化活动，活动直播微信互动参与率高达 86%，
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教育成果，增强文化自信、制度自信，进一步筑
牢育人成果。  

结束语： 
南晓的鼓舞文化建设我们还在继续探索，在研究和实践中，拥

用乡土文化打造特色教育，福泽我们的南晓教育，让南晓的教育事
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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