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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琴书教育传承模式创新研究

杨　 瑞

(济南大学　 音乐学院, 济南 252022)

　 　 摘　 要:山东琴书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艺术价值。 对山东琴书进行

有效教育传承可更好地贯彻国家的非遗政策,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文化

认同、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 目前,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系统规划还不完善,对山东琴书教学与实践的重视程

度还不够。 应从以下方面探索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创新模式:构建完善的山东琴书文化理论研究框架,建立

系统的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课程教学体系,形成连接贯通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传承链条,借助数字化传媒

技术传播推广山东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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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

宝,蕴涵着民族文化基因,承载着民族精神追求,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

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意义重大[1]。 近年来,随着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系列文件的陆续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工作已提上议事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与发展体系的构建[2] 已引起全国上下各层面

的高度关注。 但这一传承发展体系的构建与实

施,仅靠目前民间传承人等少众人的保护传承远

远不够,应提高参与者的广度和深度,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与普及。 山东琴书是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社会、文
化价值,理应花大力气对山东琴书进行更好的保

护和传承。

　 　 一、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重要意义

(一)贯彻国家非遗政策的积极回应

2011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34 条明确指出:“学校

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3]2021 年 8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构建非物

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出版非物质文

化遗产通识教育读本。” [4] 上述国家系列文件的

出台,说明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系统参与非遗保护

和传承工作。 山东琴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保护

和传承山东琴书是贯彻国家非遗政策的内在

要求。
(二)顺应新时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全球文化多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沟通交流

日益频繁,保护其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日益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
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要把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

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

来、展示出来。” [5]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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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4] 对于中国学校

教育来说,确立有效传承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教育理念,构建非遗传承教育教学体系,将
非遗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民族基因、文化认同嵌入

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融入学生专业技能提升和

个人全面发展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滋养,使受教育

者形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满足

感,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责无旁贷。 但由于

长期的历史和社会等原因,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尚未引起学校教育的足够重视。 近年来,
虽然一些学校将山东琴书引入学校,但是,当今山

东琴书学校教育传承的普及情况仍然不很乐观。
(三)筑牢“立德树人”之基的有力彰显

首先,将取材于民间传统故事、传统文学作品

及新时代创作的蕴含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价值取

向等理念、气度的山东琴书作品融入教育教学中,
让受教育者从山东琴书元素积淀的中国化思维理

念中听到乡音、闻到乡情、悟到情怀。 通过山东琴

书各种丰富实践活动的参与,感悟前辈智慧、勤
劳、勇敢的优秀品质,更加深切地体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 这对“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

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6]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

次,将山东琴书中富有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审美

价值等美感、智慧的作品融入教学中,通过山东琴

书富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语言、旋律、节奏、调式、唱
腔、结构等要素传达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真善美,
塑造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生动鲜活的艺术

形象,在增强他们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能力的同

时,也从心灵深处真正唤醒学生正确的审美意识、
崇高的生命意识,会对其在道德情感、人格塑造、
精神风貌、价值追求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

　 　 二、山东琴书教育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一) 山东琴书系统的教育传承规划亟待

完善

山东琴书学校教育传承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情

况:第一种,学校在“非遗宣传日” “艺术实践周”
等时间节点举办比赛、讲座、展演等非遗实践活

动,非遗活动结束后没有继续延续活动成果;第二

种,学校已将山东琴书引入课堂教学,但往往是年

事已高的非遗传承人授课,教授内容与学生实际

生活距离比较远,课堂上学生参与互动的积极性

不够高;第三种,学校开设山东琴书选修课,教学

大纲和教学计划基本由任课教师制定,随意性较

强,监督和考核机制亟待规范。 从以上三种情况

可以看出,无论是高校还是中小学,均缺乏规范的

山东琴书教育教学活动,没有更好地根据学校的

实际发展需要,整合区域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制定

系统的规划目标。 中小学校和高校存在依照自身

现有条件和各自理解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

相关活动或课程的现象,各种类别的学校教育系

统之间缺乏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系统性[7]。
教育传承实践中存在单打独斗、沟通不畅的局面,
使山东琴书离真正意义上和本质上“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 [8]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对山东琴书教学与实践的重视程度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

虽然国家也出台文件强调非遗教学与实践的

重要性,但山东琴书的教学与实践仍存在不少问

题。 一方面,高校从事非遗研究的教师占比较少,
在非遗教育传承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性研究成

果还比较薄弱,提供可资参考与借鉴的经验不够

多。 同样,学生对非遗等非主修课程不感兴趣。
目前,尚未形成山东琴书的教学与实践体系以及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系统性教学与实践成果,导致

非遗传承的有效性不足。 另一方面,由于中小学

校课业压力比较大,还存在“形式音乐课”的现

象,对学生艺术特长尤其是山东琴书的学习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 即使国家多次强调要在课后延

时服务环节为学生开设艺术特长课程,但有些学

校还是有被文化课学习占用的现象。
另外,师资力量匮乏一直是制约山东琴书教

育传承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高校还是中小学,开
设山东琴书的学校的授课教师基本都是年事已高

且数量有限的非遗传承人,严重制约了山东琴书

教育传承的成效。

　 　 三、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创新模式
探索

　 　 (一)理论建构是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学术

先导

首先,要建立一支以高校教师为中心,包括中

小学骨干教师、非遗专家、非遗传承人组成的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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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研究团队[9],树立保护和传承非遗的正确理

念,保持高度站位,深入挖掘非遗的历史、社会、文
化价值蕴含[10],领悟在非遗活态传承的情境熏染

中培养民族意识,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
其次,要对山东琴书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学

术研究,提升其教育传承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研

究中,不仅要关注山东琴书的旋律、唱腔、方言、调
式、板式、伴奏等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将本体要

素置于其所属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从社会文

化、民族心理观念等多角度深层剖析和阐释,还要

研究其渊源流变、历史发展、美育价值、社会功能,
明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与

作用。
再次,通过设立非遗文化研究中心、开设“非

遗大讲堂”栏目、设计有针对性的专题研修培训、
建立移动短信息平台、文化遗产教育专题网站等

方式创设非遗教育传承研究的软环境,构建完善

的山东琴书文化理论研究框架,助力各种相关研

究项目和资源的开发。
(二)构建非遗课程教学体系,是山东琴书教

育传承的应然之举

一是在课程教学理念上,秉承山东琴书技能、
理论修养与相关文化知识并重的理念,强调学生

在山东琴书专业知识技能、山东琴书文化教育陶

冶中人文素养的提升,重视琴书文化在学生理想

价值追求、人格塑造和文化涵养发展中的重要影

响,深刻领悟琴书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形式的真正

内涵。
二是在课程教学目标上,要紧紧围绕山东琴

书教育传承理念,将教学内容、教学环节与国家层

面统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大纲、专业

标准、教学要求有效对接,将山东琴书文化蕴含的

品格涵养、价值追求融入琴书专业技能的体验和

感悟中,形成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主
动认知和整体系统的文化记忆,使学生在“文以

化人、技以载道” [11] 的文化浸润中涵养人文底蕴

和完美人格。
三是在课程设置上,构建以通识课程、专业课

程、推广课程为主线的纵向课程体系。 “课程体

系是指在一定的教育价值理念指导下,将课程的

各构成要素加以排列组合,使各课程要素在动态

过程中统一指向培养目标实现的整体系统。 课程

体系是支撑专业的基础,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

载体和人才培养的总体设计,包括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课程结构等”,它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培

养人才的系统” [12]79。 首先,结合学校自身的人才

培养规格、办学特色及人才培养目标,开设非物质

文化遗产概论、中国曲艺发展概论等通识选修课。
同时,大力开发优秀地域传统文化资源,开设有地

域特色的专业课程和推广课程,如山东戏曲概论、
山东琴书概论等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以及山东吕

剧、柳子戏等推广课程。 其次,教材内容的选择要

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

发展的特点、实际接受能力和需求,精选具有文化

价值、审美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山东琴书经典

曲牌和唱段,使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汲取系统的琴

书文化精髓。
四是在课程实施方式上,有效发掘承载山东

琴书传统文化内容的诸如音视频、电子书、二维码

等灵活多样的新载体形式,借助线上平台的网络

课程、慕课、数字资源库等教学资源实施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注重内容讲

授的审美趣味性与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性。 如在

山东琴书通识课程教学中可采用任务驱动式、项
目式、研讨式等教学方法对山东琴书不同流派的

经典唱段进行欣赏与评述。 在山东琴书专业课程

教学中可以采取体验式、情境式、表演式等教学方

法,对山东琴书不同流派风格的旋律模唱、方言、
唱腔、曲调、乐器伴奏以及多种形式的片段创编,
均进行现场展示,使学生在浸入式情境中感知、体
验、理解、领悟山东琴书的博大精深,提高审美感

知能力。
五是在课程评价方面,充分发挥第二课堂作

用,以学校的美育实践、艺术实践、教育教学实践

为抓手,举办山东琴书的各种比赛、讲座、展演等

特色实践活动,拓宽学生美育视野,全方位提升学

生对山东琴书的审美感知能力和审美认知水平,
实现“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 [13] 的特色传承与

发展目标,强化文化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另外,要培养高素质的山东琴书人才队伍。

通过开展有关山东琴书教育传承计划的培训、学
术讲座、实践教学,建立“传承人+非遗专家+专业

教师”教学团队,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共
同承担非遗教育教学任务,研习非遗传承技能和

教育教学方法。
(三)贯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联动传承,

是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实然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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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高校与中小学校长期合作,共同开

展教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形成良性互动,达成合作

共赢。 一方面,高校教师主动为中小学校提供山

东琴书相关科研课题及教学改革项目申报、特色

实践活动等学术支持和专业支持,提升非遗教育

研究、实践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高校学生通过顶

岗实习方式,深入中小学校课堂,将山东琴书技艺

传授给中小学生,形成连接贯通的基础教育和高

等教育传承链条。 第一步,将挑选的经典曲目按

照表现形式、演唱风格、地域风情对应不同学段的

学情整理归类,用于日常课堂教学和课后延时服

务实践;第二步,将挑选的曲目进行合唱、器乐化

创作等唱奏形式的创编,用于节日庆典实践演出;
第三步,用山东琴书素材进行创意表演,体现内

容、形式、表演的创新性,用于校际交流、外事交流

演出等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深度参与非遗传承、提
升审美境界中传承文化记忆,为非遗传承注入旺

盛生命力。
其次,高校和中小学共同聘请非遗专家作为

客座教授,定期开展主题系列讲座、培训授课等学

术交流活动,在激发师生学习、研究兴趣的同时,
培养一批具有非遗教学、研究能力的教育传承专

业后备力量。
再次,高校和中小学通过组织“非遗文化艺

术节”“校园非遗创编作品竞赛”等活动,建立起

校-校非遗教育“双循环”传承体系,构建校内与

校外、课堂实践与社会实践、第一课堂与第二课

堂、理论学习与艺术实践、书本教学与民俗“田野

调查”多方联动贯通的非遗传承路径[14],实现山

东琴书教育传承效益的最大化。
(四)借助数字化传媒技术传播推广,是实现

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创新路径

首先,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建立“山东琴书

创客空间”“山东琴书网络空间” “山东琴书多媒

体课堂网络空间”,或开设公众号,将搜集的琴书

史话、琴书剧目、琴书名家、琴书研究、琴书教育、
琴书机构、音像影视、图片资料、实践活动、媒体报

道、专家点评等不同模块内容进行立体化整合,利
用 VR、全息投影等方式,将山东琴书的“动态”数
据资源上传网站或公众号,便于学生自主、自由学

习,并进行有效传播与交流。 “数字化学习环境

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可以利用数字化资

源进行情境探究学习;借助线上资源,进行自主发

现、探索性的学习;利用网络通讯,进行合作、讨论

式的学习;使用信息工具,进行创新性、实践性的

问题解决学习。” [15]因此,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能力和兴趣选择不同学习平台获得山东琴书

相关内容进行学习,处理山东琴书信息的传送、接
收、共享、组织和储存[16]。 教师可以借助数字平

台上呈现的山东琴书内容,创设数字化资源情境,
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在不断探索、积极

参与、自主发现过程中,通过山东琴书作品形成性

评价的方式,表述山东琴书创造性的观点和思想,
获得学习反馈,调整创新性学习起点和路径,实现

学生个性化的琴书知识网络构建。
其次,可以利用数字媒体传播优势,构建线上

交互的立体传播渠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对

外文化沟通与交流。 借助中国节日、中华典籍等

将山东琴书的代表剧目带出国门,进行海外传播

与交流,通过海外文化节展、中国文化中心等品牌

活动[17],助推山东琴书文化的国际传播,让具有

中华文化特色的山东琴书作品走向国际市场。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

世界……” [18] 实现山东琴书“跨越时空、超越国

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19]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教育传承是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教育

传承能够促进非遗文化的积淀、保存和传播,加快

非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 理论

建构是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学术先导;构建非遗

课程教学体系,是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应然之举;
贯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联动传承,是山东琴

书教育传承的实然之策;借助数字化传媒技术传

播推广,是实现山东琴书教育传承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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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on of Shandong Qinshu’s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Mode

YANG Rui

(School of Music,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2022, China)

Abstract: Shandong Qinshu has a high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Effective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of Shandong Qinshu can better implement the national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 policy, promote and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and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rrently, the plan of Shandong Qinshu’s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system is not yet per-
fect, and the attention to its teaching and practice is insuffici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modes for Shandong Qinshu’s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building a perfect cultural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 for Shandong Qinshu,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ystem
for Shandong Qinshu’s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forming a connected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chain between
basic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utilizing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to disseminate and promote Shan-
dong Qinshu.

Key words: Shandong Qinshu;educational inheritance mode;innov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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