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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第 400 号提案的答复

牛杰委员：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市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对您这种高

度的责任感，我们深表敬意。

您提出的《关于让开封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的提案》已收

悉，局领导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此项工作，现将研究意

见答复如下：

一、您的这一提案提得很好，客观地分析了目前学校教育方

面存在的缺失，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其中更是蕴含了强大的文化基因和深厚的思想理念、价值

观念与民族精神。正如您在提案中所提到的诸如对文化的理解不

全面、传承的过程形式化、传承活动类型单一等，上述种种问题

的出现，固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与学校教育理念的有待优化和

完善有着直接的关系，急需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学校教育完美结合十分必要，抓住青少年成长的关键

期，教育引导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从小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第二课堂”势在必行。

二、关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需要向您说明的是：

为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发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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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们认真贯彻落

实文件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在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方面也做了

大量的工作。

（一）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市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结

合起来

一是在学校环境布置方面都精心整合了传统文化内容。例如

金明中小学利用宋文化打造整栋教学楼，让优秀的诗词和名人成

为学生抬头可见、润物无声的教育；一师附小通过悬挂字画、板

报和粘贴古诗文名言警句等形式在校园里开展对传统文化的宣

传；理事厅小学的《三字经》《弟子规》等文化墙也是校园内的

一大特色。二是一些学校也围绕传统文化来确定自己的办学特

色，并努力开展各种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二师

附小创建了舞龙舞狮队；县街小学开设“二十四节气”特色课程；

回民中学结合石锁技艺创办特色社团；金明中小学立足“宋文化”

将诗词、茶艺、蹴鞠、书法、捏面人、传统食品的制作等融入学

校教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三是不断利用新媒体宣传

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活动和成果。“大美开封文化

之旅”金明小学的孩子们一边行走、探究，一边用美篇、微信平

台将美丽家乡向外界推广；“风雨催春，情满金明”“金明，记取

花信风”等清明节诗文朗诵“云”展演活动，有效激发了广大师生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学科教研结合起来



- 3 -

一是要求学校开齐、开足课程。强调学校一定要按照课程标

准开齐、开足课程，并开展对学校书法、美术、音乐、体育、历

史、思想政治等科目的检查，防止学校因为偏重分数而忽略对这

些学科的教育。

二是组织相关学科的老师参加教学研讨，挖掘教材中的传统

文化因素并结合学科特点融入，同时鼓励各学校根据自身特色创

编“校本学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体现到德育、语文、数

学、历史、体育、艺术等主要课程中去。许多小学还把“国学”

《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编入路队歌中吟诵，有的则作为

课外阅读的考级内容。

三是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竞赛活动。例如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的“经典诵读大赛”，我市大中小学的师生积极参赛，近几年来，

通过这个平台向河南省乃至全国输送了不少人才。除此之外全市

教体系统还积极组织“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墨香书韵”书画大

赛、传统武术锦标赛、围棋比赛、“翰园林杯”书画大赛、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以及“迎新年挂彩灯”手工创意制作比赛，通过这

些竞赛活动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了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是支持引导学校创新落实。我们支持引导学校充分挖掘和

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乡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

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金明中小学、集英中学非常重视书

法教育，在教师和学生中积极开展书法教学活动，学校有专业书

法教师，同时还邀请省市著名书法家到学校为学生教授书法。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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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校均被评为“省级书法示范校”。祥符一中近期还开设了“泥

咕咕艺术工作坊”的创新项目。二师附小开设了“剪纸”非遗课程、

第一职业高中开设“掐丝画”课程等等。金明小学、一师附小、县

街小学、实验小学等落实“双减”政策，拓宽课后服务形式，开设

抖空竹、民乐、传统武术、线描青花、豫剧、木版年画、传统茶

艺、中国跤等多元化的传统文化课程，积极构建横向全覆盖、纵

向全贯穿的工作机制。

五是引导教师开展相关的课题研究。近年来我市有不少教师

不断关注传统文化与教育教学融合的课题研究，例如《传统纸艺

术与提升学生动手能力拓展空间思维的行动的研究》《礼仪教育

促进小学生良好习惯养成的研究》《灯谜进课堂的研究》《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的实践研究》《在经典故事教学

中弘扬传统文化的实践研究》《农村小学纸版画课堂教学模式的

研究》《如何在幼儿园有效开展民间传统游戏》等等。这些研究

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学校日常教学相结合，丰富“实践学时”和实践

教学方式，对加强我市传统文化教育、乡土文化教育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六是整合资源，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思路开展丰富实践活

动，增强学生参与感和获得感。有的学校邀请文化社团的专家学

者、非遗项目传承人走进校园，举行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和现场展

示。还有的学校带领学生实地探访文化遗址、历史人物故居，让

学生通过实践体验，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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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继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与教学的渗透与

整合，鼓励更多的学校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要求中小学将“优秀

传统文化”“乡土文化”分别列入“地方与学校课程”及“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

2.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乡土文化人才培训。邀请高

校挖掘我市传统文化、乡土文化等资源，并加强各相关校长、教

师的培训。

3.开展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鼓励学校与本地区传统

文化相关的社团联系，邀请如“灯笼张”“宋氏风筝”“漆艺”“布老

虎”“木版年画”等文化传承人到学校开展推广传承活动，进行非

遗讲座和展演活动，充分展示传统文化艺术魅力，熏陶感染青少

年学生走近传统文化，亲近乡土文化。鼓励学校组织与传统文化

相关的游学活动，拓展学生的视野，加强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知和实践。开展与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展演、竞赛活动。

4.鼓励学校根据自身发展的定位，编写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

的校本教材，并在“地方与学校课程”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安

排课时落实。同时借助新闻出版、舆论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力量，

共同努力，积极营造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

总之，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按照教

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结合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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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全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融合发展。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的宝

贵意见。

联系单位：开封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电话：23886559

2023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