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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al deposi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work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research model on campus, and analyze its effectiveness in improving teenagers’ awaren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kills, and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campu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camp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urs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ti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the projec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actical ability, but also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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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底蕴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非遗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旨在探讨非遗工坊在校园内开展研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分析其在提高青少年对非遗
文化的认知度、传承非遗技艺以及促进非遗文化在校园内的传播与推广方面的成效。通过实施非遗进校园、非遗课程开
设、非遗活动举办以及非遗研究等一系列措施，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动手能力，也为非遗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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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瑰宝，承载

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髓。然而，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

非遗保护与传承面临巨大挑战。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提高青

少年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度和兴趣，本文将探讨非遗工坊在校

园内开展研学模式的实践效果，以期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提供新的路径。

2 研究背景

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底蕴的集中

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近年来，随着教育部《完

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和文化和旅游部《关于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的发布，

中小学非遗技艺的研学活动日益受到关注。这些政策为非遗

文化在校园内的传播与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非遗工坊作为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其发展模式和推广途径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校园

作为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的重要场所，逐渐成为非遗工坊开

展研学活动的重要阵地。因此，在校园内开展非遗工坊的研

学模式研究项目，对于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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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远意义 [1]。

3 非遗工坊在校园内开展研学模式的价值与
意义

研学模式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实践与探究的教

学模式。通过研学模式，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究中

成长。非遗工坊提供的实践平台与研学模式的探究性、实践

性相契合，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研学模

式将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传统工艺的

过程中，不仅能够了解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还能够亲手

操作，深入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生们在学习的过

程中，不仅学会了技术，更了解了文化。这有助于保护和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防止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之，非

遗工坊在校园内开展研学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意

义。它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够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4 非遗工坊在校园内开展研学模式面临的困境

非遗工坊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在校园内开展研学模式，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增

强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兴趣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校园内

实施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

4.1 师资力量不足
非遗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技艺，需要专业的

教师进行传承和教授。然而，目前校园内的教师往往缺乏对

非遗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实践经验，难以胜任非遗工坊的教学

工作。同时，由于非遗文化的特殊性，吸引和培养具备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教师也面临一定的困难。

4.2 资金投入不足
非遗工坊的建设、运营以及教学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大

量的资金支持。然而，由于学校经费有限，往往难以满足非

遗工坊的需求。此外，社会资金的引入也面临一定的难度，

需要学校、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4.3 缺乏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传统的非遗文化传承方式往往以口传心授为主，难以

适应现代教育的需求。因此，需要探索适合校园环境的教学

方法，将非遗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提高教学效果。同时，

还需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等，为

非遗工坊的教学提供更加丰富、生动的教学资源。

4.4 学生参与度不高
由于学生对非遗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往往缺乏参与

的兴趣和动力。此外，由于教学方式的单一和枯燥，也难以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此，需要加强非遗文化的宣传和普及

工作，提高学生的认知度和兴趣。同时，还需要创新教学方

式和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激发学生的参与

热情。

4.5 文化认同感不强
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逐渐减弱。因此，需要在教学中加强对学

生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和教育，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

非遗文化的重要性。

总之，非遗工坊在校园内开展研学模式面临着诸多困

境，需要学校、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增加资金投入、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

参与度、加强文化认同感的培养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这些

问题，推动非遗文化在校园内的传承和发展。

5 非遗工坊在校园内开展研学模式的发展策略

非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校园内开展非遗工坊研学模

式，是传承和弘扬非遗文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学生文化

自信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为了推动非遗工坊在校园内的

深入发展，需要制定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

5.1 建立非遗工坊与校园合作机制
非遗工坊与校园的合作是研学模式的基础。应建立非

遗工坊与校园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应明确双方的合作目

标、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合作期限等，确保双方的合作有

章可循、有据可查。在合作协议中，可以规定非遗工坊在校

园内设立教学点，提供非遗文化的教学和实践资源；校园则

负责提供场地、设施和学生资源，支持非遗工坊的教学和实

践活动。同时，双方还可以建立工作微信群或 QQ 群，方便

日常沟通和信息共享。此外，非遗工坊与校园还可以共同开

展非遗文化的传承和研究工作。非遗工坊可以邀请校园的教

师和学生参与非遗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共同推动

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校园则可以借助非遗工坊的专

业力量，开展非遗文化的教育和普及工作，提高学生的文化

素养和审美能力。

5.2 定制多元化的研学活动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非遗工坊需要

定制多元化的研学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

魅力。

开展非遗手工艺品的制作活动。非遗手工艺品是非遗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非

遗工坊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手工艺品的制作，如剪纸、刺绣、

陶艺等。在制作过程中，学生可以了解手工艺品的制作流程

和技巧，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制作出来的手工

艺品还可以作为校园文化活动的奖品或纪念品，增强学生的

归属感和荣誉感。还可以开展非遗文化的讲座和展览活动。

非遗工坊可以邀请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等为学生举办讲座

和展览，介绍非遗文化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传承价值。

讲座和展览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的起源、发展和

现状，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通过实地观察和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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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非遗文化的传承方式和制作

过程，感受非遗文化的真实魅力。

5.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非遗工坊的师资队伍建设是研学模式的重要保障。只

有具备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确保非遗文化的传承和教学

质量。应加强非遗工坊教师的专业培训。非遗工坊可以邀请

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等为教师举办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

非遗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培训内容可以包括非遗文化的理

论知识、教学方法、实践操作等。通过培训，教师可以更加

深入地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和

技巧，提高教学效果。非遗工坊可以组织教师之间的交流活

动，分享教学经验、探讨教学方法、交流教学心得等。通过

交流与合作，教师可以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提高整个教师

队伍的教学水平。同时，交流与合作还可以增进教师之间的

了解和友谊，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应加强非遗工

坊教师的激励机制建设。非遗工坊可以制定科学合理的激励

机制，如设立教学奖励基金、评选优秀教师等，激发教师的

工作热情和积极性。通过激励机制的建设，可以吸引更多的

优秀人才加入非遗工坊的教师队伍，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5.4 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
评价与激励机制是非遗工坊研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和激励措施，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参与度，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非遗工坊可以制定详细

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

价。评价标准可以包括学生的参与度、作品质量、创新能力

等方面。通过评价体系的建设，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为教学改进提供依据。此外，还应注重对

学生的个性化评价。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非遗

工坊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评价，关注学生的

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通过个性化评价，可以更加全面地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成长轨迹，为他们提供更加精准的教学

指导和服务。

5.5 加强推广与宣传
推广与宣传是非遗工坊研学模式的重要一环。通过有

效的推广和宣传措施，可以扩大非遗工坊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和关注非遗文化。     

利用校园媒体进行宣传。校园媒体包括校报、校刊、

校园广播、校园电视等，是非遗工坊进行宣传的重要渠道。

非遗工坊可以通过校园媒体发布非遗文化的相关信息和活

动预告，让学生及时了解非遗工坊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同时，

还可以利用校园媒体展示非遗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吸引学生

的兴趣和关注。网络平台包括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

等，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非遗工坊可以利用

网络平台发布非遗文化的相关信息和活动照片，展示非遗文

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3]。同时，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与学

生进行互动和交流，解答他们的问题和疑惑，增强他们的参

与感和归属感。还可以利用校园活动进行宣传和推广。校园

活动包括文艺晚会、运动会、文化节等，是学生参与和关注

的重要活动。非遗工坊可以利用校园活动的契机进行宣传和

推广，如举办非遗文化主题晚会、展览等活动，让学生在参

与和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还可以利用校

园活动的平台进行交流和合作，与校园其他组织和机构共同

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6 结语

非遗工坊在校园内开展研学模式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探

索，对于提高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度和兴趣、传承非遗

技艺以及促进非遗文化在校园内的传播与推广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实施非遗进校园、非遗课程开设、非遗活动举办以

及非遗研究等一系列措施，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也为学生

提供了接触和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在实施过程中，

需要学校与非遗工坊密切合作，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方

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参与度，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我

们将继续深化非遗工坊研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推动非遗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

量。相信在未来的教育中，非遗工坊的研学模式将会发挥更

大的作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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