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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校园剪纸非遗传承与保护实践教育的途径
兰天龙 张婕 纪成据 陈瑞玲 吴涛 张龙辉 黄睿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中国·福建三明

中华传统剪纸文化历史渊源流传，传承剪纸文化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增强中职生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传
统剪纸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我们历代祖辈留下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
同，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中职学校中利用社团活动开展剪纸艺术的传承是论文探索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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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剪纸艺术源远流长，是流转于指尖的歌唱，是流

淌于纸上的空灵。古时人们用来表达心中缥缈的思绪、喜悦

或悲伤、活泼或沉稳，用刀尖的线条来表达节日的喜庆，来

缅怀逝去的先贤，这艺术根植于我们的生活，带着烟火气息，

又不失别致高雅，它曾渗透于我们生活中，而今却难觅踪迹。

2009年 9月 30日，中国剪纸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审批列入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对剪纸这项古老艺术的保护行

动才拉开序幕。

2 传统剪纸非遗传承与保护现状

当前，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并不乐观，甚至有许多非遗

项目面临失传的尴尬局面。在民间，民族艺术受到改革开放

浪潮冲击，民间剪纸艺术也在其中，除了在经济方面原因，

更重要的是来自文化意识的淡薄。因此，民间剪纸艺术文化

受到挑战，庞薰琹曾说：以前，在偏僻的农村、遥远的边区

除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之外，民间传统艺术，受其他

文化腐蚀、侵略，已经基本丧失，甚至动摇、逐渐毁灭民族

自尊性和民族文化 [1]。在校园，除了在北方地区，有一些学

者，如中央美院的吕胜中先生，做了些研究，特别对中国陕

北民间的窗花剪纸，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收集、整理和

研究。而其他地方，随社会、科技的发展，民间剪纸作品虽有，

但创意创新作品正逐渐减少，传统、优秀的民间剪纸技艺慢

慢退去在历史的长河中，正濒临消亡，亟待保护 [2]，主要的

表现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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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没有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发展，大批农村人进城工作、

打工，学习传统剪纸技艺的人越来越少，而且活动也越来越

少，对剪纸艺人来说，没有内容和素材的来源，没有创作的

灵感，当然也没有好的作品。

2.2 民间传承人、群众对剪纸艺术认识不够

在民间，还有一些剪纸艺人，认为剪纸是一门“手艺、

绝活、饭碗”，生怕失去心目中的“饭碗”，不是把它看待

成艺术、文化，不外传，不普及，只是内部传承，无法广泛

传播，因此有些技艺因传承人原因而失传。

2.3 没有专业的保护机构，缺乏科学保护体系

广大民众的保护意识不强，缺少交流和专业的传承、

保护，且目前还没有正规、专业保护机构来保护，形成完善

的保护体系，导致保护剪纸艺术文化的资金和人力等各方面

投入力量不够，后备人才匮乏，传统剪纸得不到良性的发展。

目前，尚且在民间还有一定规模的继承，如果不采取有效的

保护，在不久的将来，民间剪纸技艺、剪纸艺术文化将逐渐

萎缩，甚至消失。

2.4 校园剪纸活动气氛不浓，兴趣不高

在校园，由于各种原因，校园剪纸活动气氛不浓，兴

趣不高。一没时间、没精力开展。学校以基础教育、教学质

量为主，占用大部分时间；二是传统工艺在生产过程中耗工、

耗时，人工成本高，学校没有资金保障；三是学生对传统技

艺兴致不高。受到网络游戏的冲击，学生成迷于网络，对传

统剪纸艺术不感兴趣。

3 在中职校园开展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与保护的几种途径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地处中国福建三明市三元区，是

国家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全国绿化模范

单位”“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福建省职业教育先进单

位”“福建省科普教育基地”。在校生 4359人，开设园林、

森林生态旅游、电子商务、学前教育等 20几个专业，有集“教

学、科研、生产、科普、研学旅行、劳动实践和森林康养”

等七位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办学校特色明显，全省乃至

全国农林中等职校中的骨干、引领、示范学校之一。

近年来，学校在创建国家示范校、福建省示范性学校，

其中“技术服务与文化传承”项目，含概“传承和创新民族

传统工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培养民间技艺相关人才 [3]”

建设内容，在校园、学生中广泛深入开展“传承和保护剪纸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成立兴趣小组、开设剪纸课程、调

研民间剪纸艺人、开展社团活动等，把传统剪纸艺术开展得

有声有色。

3.1 搭建传统剪纸艺术传承与保护平台

学校重视，提供物质保障

学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视，腾出房间，挂牌成

立“传统手工工艺制作工坊”，使开展剪纸活动有了固定的

场所，同时还提供剪纸所必要的材料，为更好地开展传统剪

纸传承和保护活动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成立剪纸社团，培养“剪纸宣传员”

成立剪纸社团，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剪纸社团活动。初

期的成员是部分有美术基础与动手能力的学生，通过美工课

程中渗透传统剪纸内容，提高学员对传统剪纸的认知，激发

她们的兴趣，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传统剪纸的内容，技艺技

巧，慢慢地成为传统剪纸活动的“小宣传员”和“小老师”，

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扩大传统剪纸宣传力度、营造舆论，

团队越来越大。

3.2 开展社团活动，多种渠道，携手扩大传统剪纸

文化的影响

开设专题讲座

每学期开设 1~2次专题讲座或培训，邀请剪纸名家到

校开展专题讲座，介绍剪纸的发展历程、基本知识，传授传

统剪纸技巧，提升传统剪纸艺术鉴赏能力等。

组织校内剪纸竞赛，壮大社团队伍

通过学校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组织剪纸

比赛。赛前剪纸社团成员向全校师生介绍传统剪纸，动员师

生参加剪纸系列活动，扩大宣传，同时扩大剪纸社团的规模，

鼓励更多对剪纸艺术感兴趣的同学加入到社团中。

3.3 传统剪纸融入专业实践课程

为了面向全校开展活动，丰富传统剪纸艺术的传播途

径，学校开展剪纸艺术进课堂，将传统剪纸课程融入到各个

专业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中，如园林、学前教育、工艺美术、

电子商务等专业，学校将传统剪纸艺术渗入学前教育专业的

手工课程中，探索传统剪纸艺术与幼儿美育的融合方法。

3.4 与前沿专业合作，共推传统剪纸文化

与学校电子商务专业、社团合作，将一部分剪纸作品

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售卖。通过与市场对接，扩大剪纸作品的

影响，提升剪纸作品的价值。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什么样的作

品更受大众欢迎，更有利于传统剪纸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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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开展传统剪纸艺术传承与保护的社团活动，我们

收获颇丰，培养了一批有传统剪纸“小宣传员”，在校内形

成了人人知晓，大家共学的良好氛围，并且将成果传播到校

外，加强了学校剪纸与市场的联系。在传承剪纸文化的同时，

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养，坚韧的实践精神，以及强烈的文化

自信心与自豪感 [4]。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一些经验。

一是传统剪纸艺术传承保护需机构组织参与。传承与

保护剪纸艺术文化可以通过传统的传习所，也可以是地方剪

纸协会，也可以是学校组织的社团等。二是要有一定的经费

保障。在传承与保护传统剪纸艺术的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

物质保障。以学校社团为例，需要学校提供场地，投入经费，

完善设施，购买材料，让传承和保护活动更持久。三是要有

理性的培养方向。针对不同的群体要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根

据他们实际基础与实践能力，明确培养目标和明确的培养方

向，才能更好地分层次培养出更多的传承者。四是要重视传

统剪纸艺术教师的培养。剪纸需要求知识丰富、专业基础扎

实，因此要通过培训、比赛、参观等多种方式来不断提高教

师的能力，更好地为剪纸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服务。

传统剪纸艺术博大精深，其传承与保护绝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坚守下去，要想更多的办法丰

富传播途径，提高传播时效，只有让传统剪纸艺术真正回到

我们的生活中，顺应时代发展，才能焕发新的生机，长长久

久延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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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的重要方式。本研究通过访谈和观察的形式对该幼

儿园提出了在教师职业素质、幼儿园户外场地和户外活动时

间的改进方案，目的是让该幼儿园的大班幼儿能够在户外体

育活动中得到充分地发展。开展幼儿户外体育活动在中国及

其他国家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课程，幼儿户外体育活动的展

开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培养合作意识和社会交往

能力。虽然中国及其他国家开展的幼儿户外体育活动都有很

多成功的案例，但对于边疆城市或者不发达的地区常常在这

方面略有欠缺，因此，该幼儿园应多借鉴一些中国及其他国

家优秀幼儿园教育方针以及教学手段；培养幼儿教师体育专

业素质；制定适合本校大班幼儿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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