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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学，上海市沙田

学校特别策划了以“非遗传承

启新年”为主题的开学活动，

剪纸、风筝制作、书法、彩蛋绘

制等非遗展示吸引学生纷纷

驻足体验，切身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作为非遗传承基地学校，

沙田学校有两张响当当的非遗

“名片”——“风筝制作”和“彩

蛋绘制”，多年来，学校结合传

统文化教育、实践操作等形式，

搭建非遗传承平台、打造非遗

传承教师队伍，让非遗“活态”

呈现，在校园扎根生长。

在实践中深刻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今年寒假期间，沙田学校组织了寒假非遗体验活

动，中高年级学生体验风筝制作，低年级学生跟着老师

学习彩蛋绘制。

说起蛋壳，人们总会把它与“垃圾”联系起来，日常

生活中也往往是随手丢弃，但在民间艺人手中，不起眼

的蛋壳也可以“华丽转身”变成艺术品。在沙田学校举

办的彩蛋绘制体验现场，同学们在徐金老师的指导下

绘制“巳升升”彩蛋，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领略方寸间

的精巧与智慧。

二年级学生吕沐平时很喜欢画画，但没在蛋上画

过，体验过彩蛋绘制后，她觉得“画彩蛋”比画画更有意

思，“老师说彩蛋绘制是一项非遗技艺，就像爷爷奶奶

讲的传统故事一样，需要我们来保护和传承。”

在民俗文化教室的风筝制作现场，同学们跟着赵

晓峰老师走进风筝世界，探寻风筝奥秘，感受风筝文化

的独特魅力。从扎十字骨架、裁纸，到绘面、糊面、系提

线，再到最后的剪贴飘带，赵老师手指翻转间，一只精

致可爱的风筝就完成了。在赵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

认真学习风筝制作技艺，做了一回非遗小传人。

“我们学校一直通过课程、活动、比赛等多条线并

列推进非遗项目。”沙田学校政教室主任唐蓁蓁说，学

校每周都有风筝课和彩蛋绘制课。其中，风筝课由上

海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陆诚祥老师授课，彩蛋课则由

学校美术教师徐金授课。

小小的风筝里蕴藏着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智慧，在

风筝制作课上，陆诚祥老师不但会给同学们介绍中国

风筝的历史和传统风筝的种类，还会展示传统中国风

筝制作的“扎、糊、绘、放”四道技艺。“众多传统文化和

技艺之所以能够传承下去，正是一代代匠人坚守的工

匠精神的结晶。”在亲手制作风筝的过程中，同学们也

切实感受到了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创新形式，用现代方式讲述传统文化

沙田学校是普陀区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也是

“曹杨二中教育集团”成员单位。多年来，学校以“风筝

制作”和“彩蛋绘制”课程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以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核心品牌的校园文化。

在去年6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上海市学生龙文化全

能赛中，沙田学校的两支风筝队分别参加了小学组和

初中组的风筝项目比赛，并最终获得初中组风筝制作、

放飞一等奖和小学组风筝制作、放飞二等奖。

五年级学生陶博轩参加风筝制作与放飞比赛后收

获颇丰，他坦言，在学习制作十字风筝时，从挑选竹条、

绑扎骨架到糊纸绘图，每一步都充满挑战，“我深刻体

会到耐心和细心的重要性，稍有偏差，风筝就可能无法

顺利起飞。”放飞比赛时，看着亲手制作的风筝乘风而

起，陶博轩心中满是自豪，“这次经历不仅提升了我的

动手能力，更让我感受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同样参加了比赛的七年级学生蒋泽恒表示，比赛

不但锻炼了自己的风筝放飞技巧，还增强了体能，“在

比赛过程中，我全力以赴地奔跑，不断调整线的长度。

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更加精湛的操控技巧。”

虽然在比赛过程中有些疲惫，但蒋泽恒内心充满了成

就感，“通过这次比赛，我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也意识

到传承非遗的重要性。我希望更多人热爱并传承这项

独特而又珍贵的非遗项目。”

随着新学期开学，在以往各种课程、活动及比赛的

基础上，沙田学校也在探索更多吸引学生的形式。“这

学期，我们计划将非遗项目与跨学科主题项目式学习

结合起来，初期想先从语文、美术、劳技三个契合点较

多的学科入手，由点到面慢慢推进，后续可以逐步与物

理、数学等学科结合，让更多老师参与其中，设计更多

有趣的活动。”唐蓁蓁透露，沙田学校刚刚获批为普陀

区人工智能基地学校，后续还计划将风筝制作、彩蛋绘

制两个非遗项目与AI相结合，“用现代方式讲述传统

文化，以更多变的形式吸引更多孩子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