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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敦煌市教育局格外重视敦煌文化在青少年

教育中的作用，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办学水平全面提升，办

学条件持续改善，队伍建设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突破发展，

特色创建初见成效，服务文博成效显著 [1]。弘扬和传承敦煌

文化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同样地，培育青少年的文化认

同少不了对敦煌非遗艺术的学习和研究。青少年教育与传承

敦煌文化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由此，对青少年教育与敦煌

文化关系的探究是必不可少的。

在极度追求高学历高文凭的今天，许多孩子从小接受的

应试教育逐渐被框化。

他们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就连闲余时间也被家

长硬拉去补习班，没有自我反思、自我提升的空间。实地了

解敦煌文化，对于当下的青少年来说，可以缓解他们的疲劳，

可以相应地将书本上抽象的知识具体化，真实地感受中华文

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费尔巴哈曾说道：“宗

教的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

果之间，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敦煌非遗艺术颇

具美学风格，给人眼前一亮、沁人心脾的感觉，也正是由于

对立与矛盾的存在使得敦煌艺术中蕴含着崇高与优雅、对称

与和谐、阳刚与阴柔、悲壮与英勇、庄严与浪漫等美学风

格 [2]。由此，青少年群体能在美学文化的体验中，能从伎乐

飞天、反弹琵琶、菩萨等壁画艺术和乐舞文化中，潜移默化

地感悟到站在佛教立场上援引道家老庄的无为之道诠释佛家

的智慧之学，了解佛道融合和三教融合的大势，认识佛道二

教的“义同一理”[3]。

敦煌相关人物的精神传承——敦煌视野下的丝路精神其

实是千年历史下的宝贵财富，它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源

泉；同时，它又是一种心怀天下的博大。虽然我们看不到远

去的人的点点滴滴，但能感受到他们的无私奉献以及虽死犹

荣的家国情怀，难以想象他们在无比艰辛的环境下竟然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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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么多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知道，

从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之旅，开辟海上通道，一些人从大陆驼

背输送丝绸，茶叶，西域也将宝石、番茄、洋枪洋炮等物资

运往内陆。从茶马古道散发出的清香中，使青少年们深刻地

认识到，在古丝路之间不仅是贸易的一条路，传经授道的一

条路，更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就是文化的特征；从敦

煌精神的薪火相传中，使青少年们领略到敦煌文化“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季羡林先生将敦煌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史的高度加以阐

发：“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

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

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

区。”这无疑由内而外地增强了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增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外在行为的表现力，使青少年教

育与传承敦煌文化成为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于 2016年 11月

3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以下简称“教育部”）等 11

部委联合公开发布 [4]，提出研学将规划纳入中小学学前教育

总体教学计划；与高校综合活动实践课和活动实验课程进行

统筹综合考虑，促进高校研学学生旅行和高等学校实践课程

有机互相融合，要求精心设计一批研学学生旅行综合活动实

践课程，做到项目立意高远、目的明确、活动生动、学习有效，

避免“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错误现象。

2017年教育部正式发布《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指导纲

要》，进一步详细明确了综合研学实践旅行的具体项目实现

工作方向和实施细则，综合科学实践系列活动将从了解学生

的真实学习生活和自我发展中的需要角度出发，从日常生活

中的情境中不断发现实际问题，转化成作为实践活动中的主

题，通过科学探究、服务、制作、体验等多种方式，成为一

门培养提高学生自身综合实践素质的一类跨部门学科综合实

践性活动课程 [5]。

敦煌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全市现有各类文物景点 265处，

国家A级旅游景区 13处，2016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首批“中

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大名单中，

敦煌市就已经入选“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些都为

敦煌研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很多家长错将带孩子旅游等同于研学实践，表现为碎片

化的打卡性游览，缺乏系统性的知识科普与专业化的实践探

究。通过几年的摸索前行和不断总结，研学旅行的两个核心

特征被确定，即“探究性”和“体验性”。只有通过探究性

学习活动发挥个人主动学习，同学们合作的特点，才能最大

化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研学旅行的另一个核心体验性

学习更是直接反映研学效果的方式，学生通过体验来验证所

学知识的正确与否，来体验参加社会活动，在真实的场景里

知识的运用，得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也是学生获得价值

认同的最好方式。

研学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它能够引导学生从实际生活

中主动发现问题，并且能在探寻答案的同时使基础知识和相

应的专业技能得到充分发挥和运用，具有较强自主性、开放性、

探究性和综合实践性的教学特点 [6]。

研学课程根据敦煌的艺术、人文、地理、建筑、工程、

现代科技等不同的板块分成九大体系：

①丝绸之路

课程主题（举例）：

a.两汉时期敦煌：丝绸贸易调查报告（摘要围绕生产和

流通方向）。

b.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起舞看繁荣文化。

c.隋唐时期敦煌繁盛：中西交通枢纽的证据。

②地理风貌

课程主题：

a.探究“沙不填泉，泉不干涸”奇特自然现象的原因。

b.思考月牙泉的“四奇三宝”与自然环境的联系。

c.研讨“拯救面临干涸的月牙泉”。

d.雅丹地质地貌的形成过程。

e.风蚀垄、风蚀墙、风蚀塔、风蚀柱等不听的风蚀地貌

的形态区别。

f.如何保护雅丹地貌。

③壁画故事

课程主题：

a.在洞窟中寻找七色鹿、以身饲虎、西游记的故事绘本。

b.思考为什么把这些故事画在洞窟内，想表达的是什么

内容。

c.笔画古法临摹体验，创作绘画作品（见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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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诗词曲舞

课程主题：

a.吟诵玉门关相关的诗词，感受边塞诗词的悲壮苍凉，

体会诗人写诗时的意境。

b.壁画飞天的形象临摹，飞天的几种形态。

⑤敦煌彩塑

课程主题：

a.寻访非遗敦煌中国彩塑艺术技艺老师传承人杜永卫老

师。

b.了解并体验彩塑制作的过程，

c.思考为什么清代的翻新保护反而破坏莫高窟的文物原

貌。

⑥石窟建筑

课程主题：

a.考察实体洞窟，近距离感受莫高窟的神秘。

b.探讨历经千余年莫高窟能保存下来的原因，及在敦煌

建窟的原因。

⑦文物修复

课程主题：

a.走进莫高窟壁画修复课堂。

b.壁画地如何进行保护和修复。

⑧莫高精神

课程主题：

a.怎样理解何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承担、开

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b.莫高精神的典型人物和事迹。

c.讨论“我”能为莫高做什么。

⑨数字敦煌

a.了解数字工程是怎样开展的。

b.观看《千年莫高》《梦幻佛宫》。

c.敦煌文化创意体验。

这九大体系又将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不同的阶段，结合

校本课程来设计研学的具体执行内容。其中，论文拿地理风

貌来举例：

适应于小学 4~6年级的研学地点是敦煌自然博物馆、莫

高窟、鸣沙山、月牙泉，主要让同学们了解甘肃地理地貌、

雅丹地貌和荒漠草原的地理特征和特点，可以对应小学四年

级科学《土壤》、五年级科学《地球表面及其变化》《山脉的

变化》，延伸到气候、风、雨水等对地球表面的改变。这样可

以让学生认识敦煌，了解敦煌，学习一定的地理知识，了解中

国基本地理情况，建立爱国情怀，民族自信（见图 3，图 4）。

适用于初中学生的校本课程是八年级地理《中国的自然

环境》研学地点不变，要正确引导学生观察雅丹地貌的具体

形态，探讨雅丹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如何防止此类地形地貌

继续恶化，并提出方式雅丹地貌继续风化、沙化的方法，对

现有环境如何改善提出自己的看法。利用此机会提升学生思

考问题的深度，提高科学探索能力，增强环保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因此，带

领青少年研习敦煌文化，感悟敦煌精神对传承与保护敦煌非

遗艺术具有促进作用。

以敦煌石窟保护为例，在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笔下，我

们了解到敦煌石窟保护历经千难万险，然而敦煌石窟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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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却凭借着满腔热血和坚强意志在艰难的环境下孜孜不倦地

耐心雕琢着。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

林窟。其中，敦煌莫高窟尤为著称，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

15世纪以后，敦煌石窟几经时代蹂躏，由盛而衰，逐渐被湮，

至 20世纪，神圣的艺术殿堂已有洞窟坍塌、岩体裂隙、塑像

倾倒、壁画脱落、起甲、酥碱等多种病害 [7]。因此，保护敦

煌石窟的工作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应做到：

①青少年在研学途中依照《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

履行保护莫高窟的权利、义务和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与责任。

②敦煌研究院制定对开展研学活动的青少年保护莫高窟

的教育培训，并将其武装成青年志愿者，提高业务水平、增

强职业素养，尽可能做到满足游客观赏敦煌艺术的需求。

③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和国内文化合作，促使更多青少年

群体参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项目以及国际学术会议，在潜

移默化中增强其对敦煌艺术的感召力。

④锻炼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逐步优化工作条件和生

活条件，形成一支包括自然科学、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等多

学科的年轻化专业人员队伍 [8]。

⑤在同时进行法律保护、人力保护、设施保护和科学保

护等相关措施时，青少年群体无论是在研学活动过程中还是

在旅游项目开展中都应该首先提高自身素质，并力所能及地

向身边人普及有关敦煌文物保护的知识。

⑥青少年群体文物保护意识强，应该充分发挥主人翁意

识，积极向有关政府建言献策，提出具有代表性的保护和管

理意见。

⑦青少年群体应该将课堂知识与敦煌研学相结合，争做

敦煌艺术传承人和志愿者，用青年一代的声音向世界传达敦

煌魅力，用“下笔如有神”的文字书写敦煌风采。

⑧了解敦煌学的数字化发展，充分利用三维技术、数据

采集、图像处理、信息检索、虚拟画像等向青少年群体展示

敦煌艺术的伟大成就，增强其保护敦煌文化的决心和信心。

敦煌研究院一直致力于研学课程的开发，2018年“莫高

学堂”“念念敦煌”“九色鹿星空”“霓裳佛国摇曳唐风”“敦

煌生活美学系之二十四节气”等独具特色的教育研学合作项

目被陆续推出。这些旅游研学体验项目充分整合融入莫高窟

及敦煌其他重要旅游研学项目资源，将优秀民族传统民俗文

化、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教育资源充分有效整合，进一步

充分体验敦煌传统文化教育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无穷文化魅力。

并在 2019年推出了孩子们的莫高学堂，让他们对莫高窟有一

个认识。后来家长也参与到这样的教育中。

敦煌学已有 100多年研究历史，敦煌研究院也就是已有

74年研究历史，对敦煌各个方面的已经基本形成周密的研究

体系。让敦煌民族文化为今天的人们大家所熟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还提出的“青少年是世界遗产的未来”，努力向更

多的中国以及面向世界的中国青少年，展示保护世界物质文

化遗产的丰富文化内涵，同时希望让未来更多的中国青少年

通过参加世界遗产保护青少年班的教育，认识和受到保护世

界遗产的存在价值，主动一起树立遗产保护意识，传承文明

中的火种。

敦释义为“大”；煌释义为“盛”。敦煌，是一节历史课、

艺术课、地理课、传承文化课。博大精深的敦煌大学文化

理论艺术作品润泽广大大学师生的审美心灵，增强了我们

的大学文化艺术自信。未来将有更多英才人沿着前辈之路

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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