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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尽展风华 传承有你有我
——河南省体育艺术传承项目展示周活动巡礼

2023年5月22日至26日，由河南省教育部门首次主办的河南
省体育艺术传承项目展示周活动在河南大学成功举办。

本次展示周活动，既是对近年来已形成具有河南高校特色和地
方特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在保护传承、教育普及、
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的全面总结，也是为大中小学生的交流
展示搭建平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硕果累累的集中展
示。本次体育艺术传承项目展示周活动共包含五大板块，分别是
16个美术类传承项目展示、11个体育类传承项目展示、17个音乐
类传承项目展示、27个中小学戏曲节目展演和48支代表队参加的
中小学戏曲知识竞答。展示周期间，参演参赛、学习观摩、参与活
动的校内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等达2000余人。

“这场活动有内涵、形式新、规模大、受众广、影响深、水准
高，独具特色，是河南省创新传承地方特色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成
功探索。”河南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张秉义参加此次活动后说。

皮影、木版年画、玉雕、剪纸、陶瓷、
汴绣、砚艺、泥塑、民间美术、通草浮雕等
16个非遗项目依次展示在众人面前。在美
术类传承项目中，河南省共有16所高校的
140余名师生展示了独家绝活。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以学校人文教育学院
文化传承与创意实训中心为依托，以泥咕咕
工作坊为展示平台，展示了学校大力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学院在活动现场开
设了泥咕咕展示和制作教学摊位，向参观领
导及师生讲解了泥咕咕的起源、由来和制作
过程，并带领参观师生现场制作泥咕咕。活

动现场吸引了大批参观者驻足欣赏合影，现
场亲手制作泥咕咕的体验者络绎不绝。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
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根脉。安阳师范学院是河南省首
批省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之一，此
次参展作品汇集了安阳师范学院师生三年间
100余件甲骨文艺术衍生品，涉及甲骨文动
态图形设计、动漫设计、文创设计、书法、
契刻、篆刻、剪纸等多种形式，受到了到场
观摩领导、评委、教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好
评。

本次活动的体育类传承项目非常好地展
示了河南省的传统体育文化。

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河南省太极拳队
的8名队员展示的《扇心书韵》太极节目，动
静相辅、快慢相间、刚柔并济。太极扇表演
动作起源于河南省的传统陈式太极拳。演练
风格突出，演练过程中又展现了双人太极推
手技术，使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唯美大
气。配乐是经典曲目《梁祝》，更显示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古色古香的韵味。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40余名学生现
场演绎了武术教学成果《少年中国》，节目
以“成长”为主线，通过气势磅礴的演
绎，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的魅
力。节目中引用了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
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中的名句，通过铿
锵有力的武术动作和慷慨激昂的朗诵，传
递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和厚德
载物的功夫内涵，彰显了当代青少年自强不
息、自立自强的进取精神。

承文——文化自信续血脉 传统曲艺出新彩

传艺——剪纸泥塑进课堂 非遗技艺得传扬

音乐类传承项目和以“戏曲传经典 国
粹润校园”为主题的河南省首届中小学生戏
曲展演是本次展示周活动的一大亮点。

参加本次中小学生戏曲展演的节目，是
从河南省各地报送的237个作品中遴选出
的。这27个优秀节目紧紧围绕活动主题，
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和传承，又
全面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志存高
远、自立自强、健康向上、阳光自信、崇德
向善的精神风貌。

千百年来，戏曲生动传递了中国人讲仁
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平的崇高价值追
求，是中华民族极富特色的文化形式。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参展节目曲剧戏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歌》，围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河南曲剧的音乐特
点，在继承河南曲剧传统曲牌的基础上大
胆进行声腔创新，师生深度参与编创了一
系列曲剧风格戏歌。其中《富强歌》以曲剧
传统曲牌《老剪剪花》《打枣》为主要音乐
元素，坚持以学生为本，紧紧围绕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通过讴
歌新时代祖国发展的辉煌成就来激发学生
爱国兴邦的热情。《文明歌》以曲剧传统曲
牌《落江》《书韵》为主要音乐元素，以理
想信念为核心，着力铸就学生的精神支
柱，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活点滴
娓娓道来。

光山花鼓戏是流行于信阳市光山县一带
的戏曲剧种，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2014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花鼓戏进课堂已成为光山县中小学教
育的一个特色，广大学生通过学习认识地方
戏曲，爱上花鼓戏艺术，传承本土文化，自
觉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济源市沁园中学展演的豫剧《风流才
子》，由6名学生合作完成，是集唱、舞、
书、画于一体的经典剧目。其妙处在于

“歌”里有“舞”，“舞”里有“歌”，“字”
里有“画”，“画”里有“事”。表演者中的
一对双胞胎是初三学生，尽管中招考试在
即，他们仍然全力以赴，把风流倜傥的唐伯
虎演得生动传神。

商丘市培文小学展演的评剧经典代表剧
目《花为媒》，艺术形式活泼、自由，以唱
功见长，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如诉，表

演生活气息浓厚。节目由7岁的李梓菲担纲
主唱，她在表演时，唱念俱佳，把剧中五姑
娘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形象表演得活灵活
现。一曲唱罢，台下叫好声连连。节目编创
团队在给14个配戏小演员设计动作时，运
用了扶鬓、抱袖、别步、圆场、八字、一
字、前三后四等戏曲元素，配戏演员的动作
表演与主唱交相辉映，使演出热闹有趣，舞
台效果更加生动感人。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创编的豫剧小戏《风
雨师生情》，以落实“双减”政策为背景，
创作时充分发挥了学校戏曲教育和学生戏曲
人才的优势。该剧以学生孟甜甜为拒绝父母
强迫其参加各种培训班，风雨夜离家出走，
班主任李老师和同学们四处寻找并成功劝导
家长改变教育思想和方法，最终使孟甜甜重
返校园的故事为主线，积极宣传“双减”政
策和“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着
重颂扬了教师敬业爱生的职业精神。

南阳市第十七小学校根据教材内容创编
的课本豫剧《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通过豫
剧表演的形式，深情讲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周恩来少年时代立下“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的博大胸怀和远大志向。经过小演
员们的精彩演绎，教育和引导了新时代青少
年从小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立志长大
报效祖国。

在戏曲节目表演过程中，孩子们行云流
水般的动作、细腻圆润的唱腔、出神入化的
表演，将节目内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演
绎得深入人心。有豪放明快的越调《收姜
维》、流畅活泼的黄梅戏《女驸马》、铿锵有
力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通俗易懂的评剧
《花为媒》、大气磅礴的京剧《铡美案》、细
腻软糯的昆曲《牡丹亭》，还有戏曲舞蹈
《刀马旦》、河南坠子《江姐险渡》、现代豫
剧《焦裕禄》《红色娘子军》、课本豫剧《金
色的鱼钩》《西门豹治邺》等多个传统经典
唱段和红色经典唱段，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
场国粹盛宴。

为让更多孩子走近中国戏曲艺术，学习
了解中国戏曲知识，充分领略中国戏曲风
采，深刻感受中国戏曲魅力，展示周期间还
举办了河南省首届中小学生戏曲知识竞答活
动。

河南省各地共有168名师生参加此项活
动。此次戏曲知识竞答题目包括政策类、专
业类和地域类三大类。政策类题目的命题依
据是国家领导人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论述；专业类题目的命题依据是
国家课程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中的戏曲
知识部分和经河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审定通过的《戏曲知识》专题读本等；地域
类题目的命题依据是专业类题目，在充分挖
掘本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找到与
戏曲相关联的部分设计题目，充分体现地方
特色。

戏曲知识竞答的开场节目，是由开封市
金明小学学生带来的戏曲联唱黄梅戏《女驸
马》、豫剧《花木兰》和豫剧《五世请缨》
选段。台上学生们表演的一招一式惟妙惟
肖，演唱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引来台下师生
喝彩声阵阵。答题阶段，台上选手沉着冷
静，大胆抢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现场气
氛紧张而热烈。经过激烈角逐，平顶山、濮
阳、信阳、商丘、滑县等市（县）的中小学
代表队进入决赛，与其他8支代表队分获
一、二等奖。

“戏韵流芳满神州，小小少年展英才。”
竞答环节结束，活动进入尾声，评委、著名
戏曲评论家、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资
深评委程林远点评道：“河南省首届中小学
生戏曲知识竞答的举办，对于戏曲知识的普
及、传承意义非凡。”河南省实验小学原副
校长、中小学美育专家张青评委点评道：

“这是一堂生动的戏曲知识讲座，参赛选手
完美、机智的呈现，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已经深深根植在孩子们心中。”

教育从来不缺时机。点评结束后，另外
两名评委汪荃珍和黄慧慧也进行了即兴表
演。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汪
荃珍在表演《拷红》和《抬花轿》选段时，
边表演边讲解，寓教于乐。黄慧慧老师演唱
的戏歌《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
优美动听，戏韵十足，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
怀。

活动结束后，现场师生争相与汪荃珍老
师合影留念，排队请汪老师签名。学生们纷
纷表示，戏曲知识竞答活动不仅开阔了眼
界，也让自己对戏曲文化又多了一份热爱。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我做起！”

尚武——太极扇舞显书韵 少林功夫展雄风

嵩 山 少 林
武 术 职 业 学 院
表 演《少 年 中
国》现场照

鹤壁职业
技术学院的泥
咕咕工作坊展
示照

▲汪荃珍老师现场即兴表演
和签名留念

5 月 26 日，本次展示周活动圆满谢
幕，好评如潮。南阳师范学院“玉雕工
艺”优秀文化传承基地的带队教师岳紫
龙说：“这次展示活动给我的感觉是规格
高、质量好，连参与展示的学生都没想到自
己所学的专业在别人眼里竟是那么‘高、
大、上’，作品竟然会被那么多人喜欢！”

参与中小学生戏曲知识竞答的漯河
市带队教师徐志明说：“活动组织得非常
好，做到了公平公正。通过活动，学生
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开阔了眼界，转变
了戏曲离自身很远的观念。希望上级教
育部门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时间更
长些，形式更丰富多样些，多给师生们
提供锻炼的机会。”

本次展示周活动，作为东道主的开
封市的参与度和参演入围作品数都位居
前列，在兄弟地市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受到河南省教育部门领导和专家的一致
好评。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在写给
河南省教育部门的感谢信中说：“很荣幸

参与河南省首届中小学生戏曲展演活
动，感谢河南省教育部门提供的优质平
台，让我们能与河南省中小学一起交流
学习戏曲文化。感谢河南大学为我们提
供的舞台，让小学生在百年礼堂唱响传
统戏曲的音韵。本次活动，不仅让学生
们对已汲取的戏曲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也对音律乐器、人物历史、服饰色
彩等方面的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
学生们更加懂得戏曲是我国传统艺术的
瑰宝。”学生们表示：“未来，我们将继
续当好戏曲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让
校园戏曲之花朵朵盛开！”

粉和墨勾勒成画，文和武尽展风
华。本次展示周活动，河南省大中小学
团结协作、创新探索，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校园文化紧密结合，使中华民族
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共同构筑起培根铸
魂的体育、美育宏伟工程。

（贺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