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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立足德育  注重传承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花灯滇剧进校园”教育案例 

◆付媛媛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学校） 

 
2014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

次集体学习时讲话强调: 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辟阐述，为传统文化进
校园活动更加指明了方向。 

2015 年 8 月 25 日，昆明市呈贡区斗南学校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由斗南小学等五所学校合并而成的一所新学校。学校位于呈
贡区斗南街道瑞香西街 1246 号。毗邻闻名遐迩的斗南鲜花交易
基地——花花世界。学校办学规模 48 个教学班。斗南学校以“鲜
花学校”为办学特色，在校园绿化、班级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都
渗透着浓浓“花意”。学校以“斗南花卉”为支撑，开设“插花
艺术”、“鲜花标本”等独具特色的地方课程，倾心打造“人在花
中走，花枝四时春”的育人环境，逐步实现斗南学校“一步一花、
一处一景”的花园式办学目标。 

众所周知，呈贡被誉为“花灯之乡”。曾经的滇戏窝子，金
龟驮斗的传说，孕育了灿烂悠久的斗南文化。斗南学校作为呈贡
花灯和云南滇剧艺术的传承点，在弘扬云南民族文化、培养本土
专业人才方面，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我们把花灯和滇剧引进了校园。每周一下午，学校
开设“滇剧进校园”培训班；每周二下午，开设“花灯进校园”
培训班，邀请云南省滇剧、花灯名家到校进行教学指导，多次受
邀参加呈贡区“梨花节”、昆明市“樱花节”等各类演出，均获
好评。学校以花灯为主线开展大课间活动，依据学校自身特点，
编撰呈贡花灯“金扭丝”唱腔的“斗南赏花”，让孩子们在大课
间活动中，舞动扇子、扭动身子，品味花灯的无穷魅力，连续两
年获昆明市大课间评比一等奖,“花灯校园”是斗南学校的另一
个代名词。 

至今，花灯和滇剧进入斗南学校快四年了，在这近四年中，
有一次活动对我校来说意义重大。那就是 2017 年 6 月 8 日，我
校有幸迎来杭州滨江区教科院专家团及部分音乐骨干教师以及
昆明市教科院联合呈贡区教育信息中心，一起进行一场“花灯、
滇剧进校园”的交流盛宴，我们感到无比荣幸。 

本次交流活动在校长致欢迎词后正式开始。紧接着，教务主
任汇报斗南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情况。说明学校坚持普及与提高相
结合的原则，组织了多个艺术活动兴趣小组，如鼓号队、合唱队、
书法小组、国画小组、拉丁舞、民族舞、手鼓、话剧、葫芦丝小
组等，学生定期开展活动，效果好、成效高。学校除积极参加各
级组织的活动外，还为学生的艺术活动搭建平台，提供机会，通
过艺术活动，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批艺术特长生。我校学生在各级
各类举行的艺术竞赛活动中，获得团体、个人各种奖励。 

接下来，通过宣传片介绍、戏曲片段视频欣赏的方式，介绍
我校“滇剧进校园”活动的开展情况。如果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那么滇剧和花灯，就是云南民族艺术的“省粹”。斗南学校是昆
明市第一所“滇剧进校园”试点学校。滇剧是戏曲剧种。滇剧包
括丝弦、襄阳、胡琴等 3 种声腔和部分。云南有句古话说：“八
百年的花灯三百年的戏”，这三百年的戏指的就是滇剧。2014 年
经过李有信老师的牵头、协调，滇剧名师（杨茂、杨卫红、陈近
秋、杜刚）受斗南小学邀请，10 月下旬滇剧终于走进了这出名
的“滇剧窝子”——花香斗南的校园，走进了一群现代孩子的生
活。“滇剧进校园”引起社会的关注，昆明电视台、报社都纷纷
进行采访报道。一个个经典人物被孩子们演得活灵活现。如：穆
桂英、薛仁贵、李春林…对每一个人物故事的了解，也是对文化
知识的积累。2014 年启动滇剧进校园活动；2015 年参与昆明市
呈贡区“夏日童话”演出首战告捷，一鸣惊人，吸引人们的视线，

引起人们的关注，凭借节目“少儿滇戏”获“云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示范学校”的荣誉称号；2016 年获“昆明市歌舞乐比
赛传承奖”；2017 年参与昆明市呈贡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启动仪式——“文化惠民”慰问演出，呈贡区斗南街道办事
处迎新春文艺系列活动、昆明市呈贡区文化进万家系列花灯滇剧
专场演出活动，均获好评。这些辉煌的背后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
心支持，更离不开李有信老师以及滇剧名家们的诲人不倦，孩子
们的学而不厌。借用李有信老师的话——“滇剧是云南的‘滇粹’，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滇剧更好地发展性地传承下
去。 

之后，我们现场观摩了一场滇剧彩排，走进滇剧，真真切切
地感受滇剧的魅力。观摩之后，昆明市文化馆杨卫红老师介绍排
练情况，诠释了斗南学校及滇剧名家用三年的时间在青少年中推
动滇剧文化遗传保护与艺术传承。杭州滨江区教科院叶丽慧老师
做观摩交流发言，并热情邀请杨卫红老师对远道而来的老师们进
行滇剧现场教学互动指导，使这场交流活动推向高潮。光辉灿烂
的传统文化，浓缩了中华文明的精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每
个华夏儿女的使命。作为昆明市第一所“滇剧进校园”试点学校，
我校将继续敞开大门，让滇剧文化进入校园，并在校园这块肥沃
的土壤里得以发展。 

最后，昆明市教科院艺术教研员王璐老师在交流中指出：“滇
剧进校园”丰富了学校文化，培育了师生戏曲素养，同时为学生
多样化发展创设了良好环境，激发了学生自身潜能和热爱家乡文
化的情感。” 

这次活动，使我们受益匪浅。斗南学校，一所花园式校园，
在这里我们享受着美，欣赏着美，并创造着美。 

今天的斗南学校，在各级花灯、滇剧名家的指点下，在学校
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花灯和滇剧更展现风采。2018 年，
我校的滇剧《穆柯寨》参加市级比赛，深受好评。2018 年 12 月，
我校被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明星学校”。2019 年，滇剧《火焰山》参加昆明市学生艺术节
展演获优秀奖。相信在各位花灯和滇剧名家的指导下，我们学校
的花灯滇剧之路会越走越宽阔。通过花灯、滇剧进校园活动，我
们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推
动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学校文化建设的进步。在取得
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在反思，如何改进，如何创新，如何加强对
老师和学生的培训，才能更好地把这项文化传承下去。毕竟喜欢
戏曲的孩子不多，而且培养一个滇戏迷需要一定的时间，如何让
更多的孩子加入到这项活动中来，如何把这项活动开展得更加有
声有色，需要我们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我们学校的花灯、滇剧
之路还很漫长，我们一定会且行且珍惜，为传承传统文化付出更
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