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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非遗剪纸进校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李雪梅 

（北京市商业学校） 

 
一、坚定“文化自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很重要的

“两相”，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
社会相协调。这是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路径——不能与当
代文化相隔绝，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通过传承的路径达到什么
样的目标呢？就是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创”——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教育阵线而言，增强文化自信，践行习书记的“两相”、
“两创”，就是要用传统文化塑造人,不断深入阐发文化精髓，推
进中华传统文化项目进校园，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和立德树人教
育是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增强文化自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非遗
保护的根本目标是“保护非遗的生命力”。因此，保护非遗更要
传承非遗，要使其与时代同行，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
表达形式。努力实现传承非遗与改善生活、丰富生活的统一，提
升青年一代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非遗传
承的活力与后劲，成为近年来我国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课
题。 

一系列有力的非遗保护发展措施在我国各地铺展开来。面向
青少年的非遗普及教育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优秀非遗项目进入
校园、进入课堂。 

二、中华优秀传统剪纸在文化育人中的重要意义 
在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剪纸艺术是传播传统文化非常

好的载体，剪纸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它体现了中华民
族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民间
剪纸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的。首先，一、
民间剪纸具备审美教育的功能。审美教育又称美育，是借助于自
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手段，培养使人具有正确的审美观点，
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剪纸
图案是各种美的良好载体，学生通过学习民间剪纸，感受各种美
的艺术表现形态，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心灵，丰富人的精神
生活，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对于美的感受、鉴赏能力，从而使
学生自觉地遵循美的原则，发挥其创造能力。对青少年进行审美
教育，提高青少年的审美能力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
更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需要。二、民间剪纸能够发展完善学生
的个性。剪纸从技法上讲，也就是在纸上镂空剪刻，使其呈现出
所要表现的形象。劳动群众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长期的艺术
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才将这一艺术形式锤炼得日趋完善。初学者
学习剪纸较难掌握镂空剪刻的方法，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耐
心，这有于培养学生的持之以恒的精神和沉稳的个性，并促进发
展学生的潜能，开发智力，启发思维，张扬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个
性，让学生的智慧无拘无束、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在培养学生
的观察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力方面也是具有很
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民间剪纸艺术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广度和
思维空间。民间剪纸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
剪纸特色，如江苏南京的剪纸，据史载明代已流行于民间，其中
以喜花和斗香花著称于世。河北蔚县剪纸，相传已有两百年历史，
以窗花见长。剪纸的表现种类繁多，如窗花、喜花、礼花、鞋花
等，所涵盖的知识量是庞大的。学生学习剪纸能拓宽自己的知识
广度，发展思维空间，使学生思维变得更加灵活和敏捷，进而启
发心智。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处理与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问
题。与此同时，还可以引起当代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进而国
家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被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创造中华民族
的美好未来。 

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 

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说“民间剪纸艺术，主
要通过剪、粘、抠、刻等技法来表现艺术，其独特的技法和趣味
性，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孩子应有剪纸的机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每一分钟，都有文化遗
产在消失。再不保护，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就没有东西留存了，
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我们怎么面对子孙?”。2003 年，剪纸被列
为全国首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抢救和保护项目。
剪纸被称之为“活化石”。 

因此，剪纸并不仅仅是一种纯手工制作的民间美术，无论从
形式还是风格上看，它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和历史文化积淀是
无与伦比的，剪纸作为非遗文化进入课堂很有必要。 

将剪纸引入学校美术教育，让学生感受本民族艺术的丰富情
感和深广内涵，进而产生探索与理解本民族哲学观、文化信仰、
文化思维、生活方式及历史流变的欲望，从而增进对本民族的归
属感与认同感，提升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同时，用＂非遗＂
的精神打动学生，学生不仅学习传统的技艺，更要学习吃苦耐劳、
屡败屡战的精神，这是每一个＂非遗＂项目的灵魂。目前，部分
学校教育增加全校性非遗剪纸技艺及欣赏选修课程，授课情况良
好，将来，专业及职业院校开设必修课程已成趋势。以课程建设
为引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以实践活动为载体，
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成果展示平台。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很多学校不断加大对剪纸等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和
投入，把剪纸与德育、美育有机融合，着力把学校打造成中华优
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地，培养新时代少年儿童民族情感，增强
少年儿童文化底蕴，促进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究竟如何把中华文化价值内涵通过适应时代要求、符合成长
规律的发展与转化，深深根植于每个孩子心灵当中，伴其一生。
特别是学校艺术教育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要义，实现
文化创新与育人的有机结合，学校应以文化育人为根本，因地制
宜、因材施教，将剪纸作为学校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搭建有效
的非遗文化育人平台体系，引领学生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
陶，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的非遗传承人。学校应以
师生间教与学互动，大师与社团工作室技艺传承等方式，多管齐
下，让学生真正去了解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于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结合新时代特征与岗位及社会需求对剪纸进行文化
产业创新，做到真正的活态传承。 

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帮中国传统剪纸走进课堂，将优秀传统
文化育人体系的研发作为以非物质文化传承为载体的育人模式，
来探索跨领域教育研究的一个共同体，总结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校园为载体的、全面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精神的课堂
教学模式，促进课堂的变革，提升教师的课堂引导力，创新学习
动力，关注学生全面发展，落实核心素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融
合，是一项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任重道远。学校是传承民族文
化的主阵地。把剪纸引进校园，推动非物质文化艺术在青少年心
中生根发芽，而且通过学生影响家庭，影响社会，为剪纸壮大传
承队伍，增添新生力量。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技能,更
重要的是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温润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在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方面向善、向美、向
上。我们希望传统文化能真正住在孩子心中，让孩子们成为传统
文化的自觉推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