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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融入达州本地特色

将一根根的细木棍嵌入塑料夹角固
定，把长短不一的木棍变成花灯的骨架后，
用稀释胶水均匀平刷在骨架表面，再拿已
画好的纸质蒙皮，在骨架上围一圈，用刷子
刷平调整收口，一个花灯的主要部分就做
好了。近日，记者走进通川区实验小学达
州花灯技艺兴趣班，20 来名学生两两一组
正在制作花灯，他们配合默契，手法熟练。
在他们的巧手下，一个个充满童趣的花灯
主体呈现在记者眼前，加上一根吊穗、一个
手柄，然后装上灯源，一个花灯就制作完成
了。

“这批学生已学了快一年，现在他们已
经能独立制作完成简单的花灯。”看着兴趣
班里的学生，欧丽蓉眼里满是骄傲。她告
诉记者，学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基地，一直在努力探寻将花灯技艺带入
校园，走进课堂。以三年级作为试点，在延
时服务课程中，共开设 12门以花灯作为依
托的特色美育课程，有表现达州风景的水
墨花灯；体现学校行知文化的版画花灯；还
有十二生肖花灯、龙灯、青花瓷花灯等，拓
宽传承途径的同时，还能够让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接下来，
每一个新的三年级都会有达州花灯技艺兴
趣班，之前兴趣班的学生也会继续学习更
复杂的花灯制作。”

“我喜欢看着一盏盏花灯在我手中变
得完整。”学生李彦希告诉记者，将达州一
处处风景和故事画进花灯里，变成一盏盏
独具魅力的达州花灯，让她觉得非常有成
就感。通过花灯制作，她也越来越关注达
州本地发生的事、本土特色文化以及更多
行为规范。“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花灯，
上面就全是行知文化，一个花灯制作完成，
我也更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了。”

三步教学架构引领学生“继艺”

在兴趣班教室内，记者看到式样繁多，

各具特色的花灯。右上角挂着的花灯上
飘逸的书法搭配中国画，散发着浓浓墨
香，中间一盏盏花灯上画满卡通人（动）物
充满童趣，后方挂着的达州故事系列花灯
上，红军亭、金石梯田、莲花湖湿地公园等
达州人熟悉的美景在灯光映射中变得更
美。角落桌上放着具有“巴文化”特色的
巴小虎花灯，可爱的造型让人忍不住想拥
有一盏。

“‘达州花灯技艺’本身蕴含着丰富的
美育资源。同时，非遗也是新时代开展学
校美育工作的文化沃土，所以我校将‘达
州花灯技艺’与小学美术课程进行融合，
主要从‘花灯记忆’‘花灯技艺’‘花灯继艺
’三个方面来搭建整个教学架构。”学校老
师王钥介绍，“花灯记忆”里的“记忆”主要
是通过讲解花灯文化，追根溯源，穿越时
空去体会农业时代，感受老百姓当时的生
活环境。借助花灯，看到民族的记忆，民
族的文化。“花灯技艺”里的“技艺”是指花
灯这门制作手艺，根据学生年龄特点，选
择适合孩子们的材质和内容来教授。通
过制作花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审美
情趣、创新思维等综合素养，让孩子们感
受手工艺术带来的独特魅力。“花灯继艺”
是希望孩子们通过学习制作，喜爱花灯这
门技艺，然后去传承这门传统技艺。从而
实现非遗的传承发展。增强学生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进一步
坚定文化自信。

“学校的‘非遗花灯记忆’课在 2023 年
达州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术赛课中荣获
一等奖；省、市两项《花灯记忆》研究课题
也在进行，还与文化馆、博物馆等部门形成
教学合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学校党总支书记马钧告诉记者，学校始终
坚持“五育并举、融合育人”的理念，高度
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构建“三维融
合”协同育人体系，学校创新推出“融合生
长教育”特色课程，以“学科+”模式整合 17
个跨学科课程模块，将知识、生活与实践深
度结合。引导学生从课堂延伸至家庭和社

会，在真实场景中践行“做中学、用中学、
创中学”。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
习体验，更培养了其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
充分体现了学校“以生为本、全面发展”的
育人追求。

让每名学生都成为传承人

“花灯技艺在我们学校算得上传承有
序了。”欧丽蓉说，学校的老教师郑清全将
从他爷爷那里学到的花灯技艺带到学校，
传给一群热爱传统文化的美术老师，她是
其中的一员。2022 年，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被授牌“通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基地示范学校”，通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达州花灯技艺”传习基地。2023
年，学校“达州花灯技艺”被纳入通川区第
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24 年，“达州花灯技艺”被纳入达州市第
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她和王钥一起
成为“达州花灯技艺”的传承人。

“成为传承人后，感觉肩上压着一份
责任，只要有空，就会想如何去创新，将技
艺传承给更多人。”欧丽蓉觉得，作为一名
传承人，同时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们
面对的群体更多的是学生，传承的不应该
只是一门技艺，而是将其作为一颗传统文
化的种子，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种
到学生心中，只有种子发芽才能传承得更
远。“我们在传授花灯制作过程中，看重的
并不是学生花灯制作得多漂亮，更看重的
是背后的故事，希望学生用花灯来记录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事，记录我们的生活。传
承更多的是一份情怀。”欧丽蓉说，虽然通
川区非遗项目达州花灯技艺传承人名额
有限，目前只有她和王玥两人，但她们觉
得，只要学生通过兴趣班的学习会制作花
灯，那每一名学生都是传承人。只要每个
人都用心去守护、去创新，达州花灯这样
优秀的传统文化一定能绽放出更加耀眼
的光芒。（照片由学校提供。）

□见习记者 杨航

反映本土 记录生活 传承情怀
通川区实验小学致力培养“达州花灯技艺”传承人

近年来，通川区实验小学
校不断传承中华传统花灯技
艺，挖掘达州地方特色文化，将
“达州民俗”“家乡风景”“本地
文化”等达州本土元素融入花
灯技艺中，形成具有本地特色
的“达州花灯”。达州市非遗项
目达州花灯技艺传承人、学校
美术教师欧丽蓉和王钥在努力
创新之余，也正在让学习制作
花灯的每一名学生都成为“达
州花灯技艺”的传承人。

老师指导学生制作花灯老师指导学生制作花灯。。

本报讯 （通讯员 徐波 摄影报道） 5
月14日，宜汉县樊哙镇小学开展“艺路同行、共
绘美好”第二十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课后服务
成果展示活动，全校近1000名师生参加。

活动在舞蹈《欢庆鼓娃》中拉开序幕。随后
亮相的23个节目精彩纷呈。舞蹈轻盈优美、婀
娜多姿；歌曲演唱、器乐演奏悠扬动人；相声小品
令人捧腹；诗歌朗诵声情并茂；情景剧表演更是
有板有眼；无人机表演彰显科技与艺术的激情碰
撞。参演学生在舞台上落落大方，表演细腻，呈
现出最精彩的表现。台下，笑声、掌声此起彼伏。

该校负责人表示，艺术节不仅是学校精神
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更能增进师生之间的
联系。

宣汉县樊哙镇小学开展课后服务成果展示活动宣汉县樊哙镇小学开展课后服务成果展示活动

现场表演精彩纷呈现场表演精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