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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发爱国情怀
在戏剧中表达中国心

2017年12月28日上午，南
上山街小学五楼礼堂，同学们
正在进行爱国戏剧展演。戏剧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成
为了学校第六届民俗文化艺术
节的重头戏。全校35个班级的
孩子围绕“中华情·国情”这一
主题，用童真的爱国情思尽情
表达，呈现了“班班有戏剧，人
人颂中华”的盛大场景。

为期三天的戏剧展演精彩
纷呈。四年级一班的《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五年级三班、五
班共同创编的《一面红旗》，六
年级六班再现的《詹天佑》等爱
国剧目，将中华民族在危难之
际的爱国之情、民族之魂、报国
之志演绎到了极致。一年级三
班编排的《美丽的家园》、四年
级六班演绎的《中国欢迎您》，
学生们将自己的爱国情怀与改
革开放、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时代精神巧妙结合，
诠释了祖国的蓬勃发展和宏伟
之志；在现代类题材的戏剧中，
二年级二班创作的《听爸爸讲
雷锋的故事》、四年级四班自编
的《自作聪明的小花猫》，在倾
情演绎中实现励志魂，投入其
中的学生更是深深感受到了千
百年传承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强
大魅力。

“儿童戏剧表演是学生对
人生鲜活的体验，它不仅是一
种学习，更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与文
本对话，与人物对话，与精神对
话，在反复综合的对话中多元
地解读文本，并在与同伴的合
作中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自我演
绎，从而获得情感的升华和对
人生独特的理解。”德育主任赵
亮表示，孩子们的表演非常自
信大方，从中发现了好多具备
表演天赋的学生，并给他们颁
发了最佳表演奖。“虽然面临着
台上不会站位、表情神态不到
位等难题，但这并没有消减我
们的排练热情，通过努力我们
取得了演出的成功。”六年级一
班学生王桦艺说。

第六届民俗文化艺术节历

时一个月，不仅呈现了精彩的
戏剧，还通过中国版图拼图大
赛、国情大事记播放、《辉煌中
国》纪录片观看、核心价值观记
心间、国情知识竞赛等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鼓励孩子们
用眼睛发现祖国的变化，用双
手描绘祖国蓝图，用言行抒发
爱国情感，激发了同学们参与
民俗文化节的热情。

开设校本课程
打造民俗文化艺术节

走进南上山街小学，你会
发现校园内处处充满着民俗文
化的元素，学生制作的中国伞、
中国扇、葫芦、剪纸、布贴画等
民间工艺作品在“中国风”主题
教室装饰着，35个班级的民俗
文化研究在蓬勃开展着，已经
形成了班班有民间工艺特色、
人人都是民间工艺传承人的崭
新面貌。

学校大队辅导员冯松告诉
记者，学校以“培养承接民族传
统的现代中国人”的办学理念
为引领，从2003年开始开展民
俗文化研究，当年开设了“走进
民俗文化”校本课程，并确定了
课程实施思路和课程实施的三
项基本内容：学习民间工艺，感
受艺术魅力；体验节庆文化，培
育民族情感；了解民风民俗，树
立民族精神。“走进民俗文化”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探索，带动

学校走上了特色发展之路。
为了展示校本课程的学习

成果，学校自2005年起开展“民
俗文化节”活动，每两年一届，
逐层掀开了学校跨越发展的新
篇章。民俗文化节由“中国风”

“中华情”“中华颂”三个系列板
块构成，每个系列板块又由三
届文化主题贯穿，学生全员参
与，全面展示。

第一届民俗文化节以“中
国风·龙之光”为主题，全校师
生在舞台艺术中展现了“走进
民俗文化”校本课程的阶段性
成果，使学校看到了特色发展
的希望之光；“中国风·龙之彩”
为主题的第二届民俗文化节
中，充分展现了课程的多彩、文
化的精彩、学生的风采。学校绚
丽多彩的民俗文化课程也吸引
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各路民间
艺人纷纷参与，为学校民俗文
化课程添加了一抹亮丽的颜
色。

有了前两届民俗文化节的
铺垫，第三届民俗文化节“中国
风——— 龙之魂”则以学生社团
活动为单位，中国鼓、中国扇、
中国灯舞蹈等将灿烂的民族文
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民间艺术
家呈现的剪纸、皮影、微雕、泥
塑、脸谱等艺术的精湛，更体现
出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风”系列民俗文化节活动
的成功举办，为第二板块“中华
情”的开展奠定基调。

由家乡到祖国
培养学生爱国精神

如果说以“中国风”为主题
的系列活动让学生领略到祖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中华
情”系列活动则是一场由家乡
到祖国的体验之旅。

第四届“中华情·乡情”民
俗文化艺术节以“情系家乡”为
主题，以歌舞的形式展现家乡
特色，师生通过“齐鲁诗文诵
本”赞美家乡的风土，通过“齐
鲁乡情学本”挖掘家乡的内涵，
通过“独具地域特色的非物质
文化学习与传承”感受地方乡
土的丰富内涵，通过“经典诵
读”增强了传承家乡文化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

2015年11月3日，以“情系人
民”为主题的“中华情·民情”第
五届校园民俗文化节如约而至，
师生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
文化、艺术等知识，搜集相关资
料、图片汇编成册，全体师生身
着少数民族服装，通过演唱民族
歌曲的方式传播民族声音。

此次“中华情·国情”第六
届民俗文化艺术节以情系祖国
为主题，培养了学生的爱国精
神、民族情感和创新实践能力，
也激发了他们对民族的热爱之
情和对祖国的赞美之意，通过
戏剧演绎中国故事，将民俗文
化艺术节推向高潮。

“学校民俗文化艺术节着
眼于整体思考，着眼于每个学生
民族自信的培育，通过每两年一
届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理清课程
文化脉络，呈现研究成果，搭建
学生自我展示的舞台，由表及里
地培养民族精神，由国到家地培
育家国情怀，实现课程实施的逐
层推进。”王红林校长说。

做深做透民俗文化
将艺术节推向更高境界

民俗文化艺术节已经坚持
了12年，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多
样的展示平台。现在，学校共有
80个社团，剪纸、中国结、扎染、
皮影等社团由非遗传承人亲自
到校授课。每天下午都有社团
活动时间，满足了学生的多元
化需求。

教师赵煦表示，学生经过
六年校本课程的学习，由低年
级时的喜欢、感兴趣向高年级
的研究性学习转变。“现在，我
们班的孩子可以独立进行蛋艺
画的制作，绘制出了蛋艺红色
脸谱、蛋艺梅兰竹菊等系列成
品，在实际的学习中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多年的校本课程与民俗文
化艺术节的探索与实践，为学
校注入了勃勃生机，为学生全
面成长创设了特定氛围，让学
校师生感受到了“民族传统”是
立身之本、树人之根，也是学校
持续发展之魂。“最初也有人质
疑学校为什么要开展民俗文化
教育，在我看来民俗文化是民
族文化的基石、民族情感的寄
托、民族精神的折射，也最贴近
孩子们的生活。”王红林校长表
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俗文
化开展这么多年，学校有了很
多的对外友好交流学校，每次
去国外交流，她都很自豪。现在
更是有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等国家政策的支持，学校
是越办越有信心，民俗文化的空
间很大，前景很远。“我们会将
课程进一步做深做透，培育具
有中国特质的时代新人。”

2019年，学校将启动第七
届“中华颂”民俗文化节系列活
动，分“世纪颂、和平颂、五洲
颂”三个主题，将民俗文化节推
向与世界文化接轨的更高境
界。

民民俗俗文文化化艺艺术术节节照照亮亮学学生生童童年年
济南市南上山街小学打造“民俗文化”特色教育品牌

“这些禾苗终于长高了，可
把我累坏了……”不久前，在济
南市南上山街小学五楼礼堂，学
生们正在表演中国传统故事《揠
苗助长》，演绎得惟妙惟肖，这是
该校第六届民俗文化艺术节爱
国戏剧的展演现场。

这所有着94年办学历史的
学校，自2003年起开设“走进民
俗文化”校本课程，从2005年开
始举办民俗文化艺术节，每两年
一届，带动学校走上特色发展之
路。十几年的努力坚持，照亮了
学生的童年，也培养了一批批具
备“民族底色，现代素养”的学
子。学校也因此被教育部命名为
全国首届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
艺术传承学校，先后获得山东省
规范化学校、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教育传承基地、山东省艺术
教育示范校、山东省华文教育基
地等荣誉称号。

第五届民俗文化艺术节场景。

学生学习民间传统技艺皮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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