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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年修缮 ， 上海 “大 世 界 ”
将于今天重新开业 。 这个曾以游艺杂

耍、 戏剧曲艺和 12 面 “哈哈镜” 为特

色的 “老牌” 室内游乐场 ， 将为热爱

传统文化的游客们带来一个新的惊喜。
随着上海市教委推出 “文教结合”

的 “大世界传习教室” 项目， 全市 20
所中高职院校的多门 “非遗 ” 体验课

程入驻 “大世界”， 包括剪纸 、 版画 、
盘扣制作、 中国结编织等 。 据悉 ， 这

些课程面向所有游客开放 ， 开课时间

为 每 个 工 作 日 的 下 午 （除 了 闭 馆 日 ）
和每个双休日的下午及晚上 ， 每节课

时长为 1 小时。
“非遗 ” 是中华文明的精粹和积

淀， 而百年 “大世界 ” 从建立之初就

致 力 于 发 扬 民 间 、 民 俗 、 民 族 文 化 。
我们有理由相信 ， 在 “寓教于乐 ” 的

氛围中， 大众将主动靠近 “非遗”、 认

识 “非遗”、 喜爱 “非遗”， 感受传统

文化与现代创意的交织融合 。 而对职

业教育来说， 这一项目也是一个很好

的交流平台， 中高职生可以在丰富的

实践体验中， 提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

养， 进一步促进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

让大众觉得“非遗”触手可及

日前 ， “大世界传习教室 ” 伴随

“大世界” 的试运行同步开放。 上海市

商贸旅游学校作为牵头校 ， 带领 “露

香 园 顾 绣 ” “ 面 塑 ” “ 嘉 定 竹 刻 ”
“茶艺” 四门 “非遗” 课程， 率先与游

客见面。 据带队教师金蕾萍介绍 ， 为

了让游客们更快 “上手”， 除了由大师

级、 传人级专业教师们现场授课以外，
每节课还配有 10 名职校生助教从旁指

导。 而且， 学校还特意准备了 4 部时

长约 8 分钟的 “微课 ” 短片 ， 普 及 4
个项目的历史发展 、 基本技法等 。 考

虑到初学者缺乏对工具 、 材料的使用

经验， 学校精心设计了一套适合游客

们的 “简易教学材料包”， 比如把 “嘉

定竹刻” 的原材料改为橡皮章等等。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开设的

课程为 “崇明土布 DIY”， 在此前的试

听课上， 约 40 名游客每人亲手制作了

一个崇明土布零钱包 。 指导教师邱春

燕来自该校服装专业 ， 她提到 ， 由于

大 部 分 游 客 不 熟 悉 裁 剪 及 手 缝 工 艺 ，
所以他们对教学材料进行了 “加工 ”，
比如事先裁剪土布， 准备装饰零件等。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带来

的 “戏曲短水袖身段课程 ” “跨越性

别的中国传统表演美学———京剧男旦

艺术” 两大主题讲座也深受游客的欢

迎， 此前已开过 4 节试听课 。 据戏校

党总支副书记刘爱香介绍 ， 这是学校

作为戏曲表演艺术教育传承基地所实

施的系列课程之一 。 讲座中 ， 游客可

以亲自穿上水袖服 ， 体验甩袖 、 抖袖

等技法， 甚至唱一唱 、 舞一舞 。 刘爱

香提到， 在之后的课程中 ， 还会补充

戏曲音乐、 戏曲化妆等内容。
时间这么短接触传统文化， 能有收

获吗？ 对此，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校长

李小华表示， “学到什么程度不是重

点， 我们要做的， 是拉近 ‘非遗’ 和所

有人的距离。” 在他看来， 这些 “非遗”
课程的目的是吸引市民大众主动加入传

习、 传艺、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

伍， 也就是在普通人心中种下一颗 “非
遗” 和 “匠心” 的种子。

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优化课程

在 “大 世 界 传 习 教 室 ” 项 目 中 ，

除 了 上 海 市 商 贸 旅 游 学 校 开 设 4 门

“非遗” 课程外 ， 剩下 19 所成员校各

开 设 1 至 2 门 课 程 。 自 这 一 项 目 在

“大世界” 试运行期间开展以来， 各校

正在不断总结教学设计 、 教室布置等

方面的实践经验， 优化课程体验。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教师尹俊提

到， 根据规定 ， 每所学校需要提供与

课 程 相 关 的 大 师 作 品 、 学 生 习 作 等 ，
为 “传习教室 ” 布置静态展示区 。 商

贸旅游学校拿出 “面塑 ” 课程指导老

师安斌大师的作品 “72 家房客” “弄

堂游戏” 等装点教室 ， 这些具有浓厚

的海派风格和时代气息的作品一下子

挑起了游客的学习兴趣。
邱春燕也从试听课中得到了新的

启 发 。 她 说 ， 此 前 的 课 堂 效 果 表 明 ，
制作零钱包对初学者来说还是有一定

的复杂性和难度 ， 今后可以做一些更

简便的物品， 比如土布书签 、 土布钥

匙挂件等等。 邱春燕说， 有机会的话，
学校可以把小型土布织造机搬到 “传

习教室”， 让更多人在 “微织造” 中感

受 “土布是怎么形成的”。
“大世界 ” 运营方相关负责人表

示， 随着 “大世界 ” 逐步成为上海的

文化新名片， 肯定会吸引越来越多游

客前来。 今后 ， 线上报名的方式将更

有序、 高效地进行课堂组织 ， 也可让

更多人了解和参与这一项目 。 至于课

程的开设情况 ， 可以视各门课程的受

欢迎程度进行适当的场次调整 。 她表

示， 目前， “非遗 ” 课程均为一次性

的体验课， 是 “大世界 ” 为游客提供

的增值服务， 如有游客在单次体验后，
想要进一步系统学习 ， 在课程体系更

成熟后， 或会增设拓展性质的系列课

程， 满足大众不同的文化需求。

在第六届蒙特卡洛 “新一代” 国

际马戏节比赛中 ， 上海市马戏学校杂

技节目 《担当》 （抖杠）， 荣获本届比

赛唯一的金奖及三项特别奖。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 该项目的四

名表演者是上海市马戏学校为新疆代

培养的学生 。 此次获奖也是对他 们 7
年时间在上海学习的最好检验。

此前 ， 这些新疆学生获得的荣誉

还有很多。 比如同样出自孩子们之手

的 《踏板蹬人》 就曾经荣获 2014 年全

国杂技比赛特别奖 。 上海马戏学校摸

索出了一条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转变观念：
为孩子的职业生涯多考虑

2010 年 ， 作 为 沪 上 “文 教 结 合 ”

项目， 为了解决新疆高素质杂技人才青

黄不接等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托

上海马戏学校， 为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

“订单式” 培养人才， 45 名来自新疆地

区的少年离开家乡， 来到上海市马戏学

校 “学本领”。 他们要在上海度过 7 年

时间。 刚到上海时， 他们当中最小的只

有 8 岁， 最大只有 13 岁。
“每 周 一 、 三 、 五 半 天 和 周 二 、

四、 六全天学习文化课和语言， 其余时

间练习杂技基本功。 学校有生活导师，
细心照顾我们生活。 定期组织参观博物

馆、 科技馆等感受上海城市文化。” 来

沪学习的阿比达说。
如何培养这些人才 ， 校长俞亦钢

做出了新的探索 。 过去 ， 杂技学校培

养人才时， 常常是从舞台需求的角度

来考虑。 俞亦钢说 ， 往往这样的人才

培养模式， 学成之后都是在人生某一

阶段针对某个专项的人才。
而对于新疆班孩子的培养 ， 则从

孩子的角度出发 ， 既尊重艺术人才培

养的规律， 还要兼顾教育的规律 。 如

今， 新疆孩子们每个人身上都学会不

少本领， 例如年轻时候弹跳力好 ， 可

以参演一些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的节

目； 年纪大了以后 ， 则转为表演性更

强、 对身体素质要求较低的项目 。 对

于杂技人才而言， 演绎生涯可以延长。

整合资源：
丰富教学内容和团队

去年 ， 著名演艺导演王亚非又有

了一个新的头衔———上海市马戏学校

客座指导。 她在牵头开发培养杂技人

才舞蹈训练课程的校本教材 。 无独有

偶， 江苏省杂技协会副主席曹子龙也

成为了马戏学校的客座教授 。 他负责

的， 主要是设计滑稽表演教学课程。
俞亦钢说 ， 新疆班杂技人才的培

养， 是文教结合的有益探索 。 在培养

过程中， 投入的教育资源 、 教育培养

方式和手段， 教育规律的探索等 ， 都

有了新的尝试。
去年开始 ， 马戏学校调整原有的

课程体系， 根据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特

点设置有针对性的艺术课程 ， 对学生

的音乐、 舞蹈、 表演进行系统的授课，
提升学生的综合艺术修养和职业素养，
尝试解决专业训练和艺术表现两张皮

的问题， 为学生将来成为真正的舞台

表演者打下良好的基础。
进入高年级后 ， 除了让学生接触

杂技技能， 还加入表演课 ， 学习滑稽

戏表演技巧。 按照俞亦钢的想法 ， 演

员的幽默感很重要 ， 在舞台表演过程

中， 要有能自己快乐的能力 ， 才能带

动观众一起快乐。
近年来 ， 杂技 、 马戏行业在欧美

国家演出市场有很大变化 ， 新的表演

形式不断涌现 ， 高难度杂技技巧展示

已不是表演的唯一目标 。 国内杂技行

业也呈现多样化的艺术发展格局 。 俞

亦钢很是骄傲 ， “可以说 ， 目前这一

批新疆学生的杂技技能在全国属于尖

端。 上海马戏学校在文教结合的探索

上积累了更多成熟的经验， 这些红利，
将在这批新疆孩子身上慢慢释放。”

周末， 中华艺术宫 0 米层名家馆

正厅正在进行一堂别开生面的课， 这

是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美术高级教师

徐本方的美术欣赏体验课 《解读艺术

宫名画密码》。 徐本方老师结合名画，
一边亲切地分享自己幼时的小故事 ，
一边与学生亲密互动。 她借助平板电

脑， 图文并茂、 有理有据地介绍了名

画 的 创 作 细 节 与 故 事 ， 为 学 生 解 开

“画中谜”， 其幽默风趣的教学风格更

是吸引了众多路过的游客驻足围观。
上海中职教育 《走进艺术宫》 项

目开展四年来 ， 全 市 32 所 中 职 校 的

29 门课程已经走入中华艺术宫， 涉及

艺术、 外语、 政治等多门学科。 授课

面向中职生、 中小学生及其家长。 它

们中的 15 门课程成为了中华艺术宫的

常设课程。
作为上海综合教育改革的内容之

一， 中职教育走进中华艺术宫， 不仅

提升了中职生的综合素养， 进一步丰

富了中职教育教学的途径和内容。 中

职课堂的又一种 “打开” 方式， 让全

社会看到了上海职业教育之美。

让沪上职业教育课程有了另
一种 “打开” 方式

位 于 中 华 艺 术 宫 0 米 层 的 雕 塑

《莲说 》 前 ，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语文

教师肖新风身着中国风白色长裙， 讲

台上播放着中国水墨画为背景的 PPT
和荷花盆景。 站在她身边的， 是一群

手持绿色莲蓬的非艺术类专业中职学

生和参观者们。 此番场景， 是 2014 年

在艺术宫里上的一堂 《莲说荷梦》 语

文课。
这堂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当年

刚入上海商业会计学校就读的江宇航

看后一直感叹： “没想到职校的课程

可以这样上。 老师还没开口， 我就被

曾成钢老师的雕塑作品震撼了， 一堂

课下来意犹未尽。”
这 不 仅 仅 是 一 堂 职 业 教 育 的

“课”， 背后是上海职业教育对教学方

式方法、 教学内容的革新， 也是在教

学形式上做出的探索。
从 2014 年起 ， 中华艺术宫联合

上 海 市 教 委 推 出 了 四 季 《走 进 艺 术

宫》 课程。 课程先从艺术门类进行探

索， 又扩展到语文、 政治、 外语等非

艺术门类课程； 《走进艺术宫》 “三

岁” 时， 主办方开设了 9 堂跨界、 多

元、 形式多样的艺术宫课程， 并组建

优秀教师团队为开课教师进行指导 ，
建设 “导师制 ”； 如今 ， 中华艺术宫

已经将 15 门经典课程设置为 “常态课

程 ”， 每个月推出 2-3 节常态课 ， 面

向中职生和全社会开放。 课程报名每

每在网络上公开， 几乎所有的名额都

被 “秒杀”。
教育整合多种资源丰富课堂， 还

让艺术宫在后世博时代承担了更多教

育功能。 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表

示： “未来继续合作过程中， 中华艺

术宫也可以根据中职教育的要求， 设

置展览项目。”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
生态

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的特级

教师任玉芬老师也参与到 《走进艺术

宫》 项目。 她回忆说， 初时拿到这个

项目， 她觉得自己前景一片迷茫， 30
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名师工作室指导学

员的经验， 一成也用不上， 这是一个

全新的教育形式， 压力与责任携手而

来， 她陷入了一种苦闷又彷徨的状态。
然而当任玉芬老师一次又一次走进艺

术宫后 ， 经过专家组的耐 心 、 细 心 、
周密指导后， 她豁然开朗， 总结出了

适合艺术宫的教学方案和 教 学 风 格 。
如今， 同她一起参与讲解的学生团队

由 6 人发展为 60 人， 并在学校里形成

了良好的传承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 任玉芬还把民族

文化与艺术宫艺术文化联 系 在 一 起 ，
为青海果洛藏族班学生在中华艺术功

力开课， 开拓了学生的文化视野， 身

着鲜艳美丽的藏族服饰的同学们也成

为了艺术宫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家长沈颖是 11 岁男生的母亲， 也

是 《走进艺术宫》 项目 “铁杆粉丝”。
“授课教师会讲解作品的内涵、 艺术创

作背景、 作者的成长过程等， 并且跟

家长和学生产生互动， 这种形式与自

己来参观完全不同。” 沈颖说。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原校长乔刚说，

这些在艺术宫开设的中职课程面向的

授课群体多元、 形式丰富， 考验的是

上海中职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值

得肯定的是， 能为不同的对象提供有

选择性地课程， 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社

会性 。 他建议 ， 未来 《走 进 艺 术 宫 》
项目要多面向中小学生， 让他们亲近、
了解职业教育， 还要进一步探索更多

的教育教学方法。 “艺术宫里的职业

课程目的不在于学会什么， 而在于点

燃学生对于职业教育的热情和兴趣。”

《走进艺术宫 》 是文教结合
的代表案例

随着 《走进艺术宫》 项目的开展，
越来越多的人对职业教育有了进一步

了解。 职业教育的老师和学生们， 对

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 逐渐

的，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每年， 文教结合的案例有很多，

《走进艺术宫》 想必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了 。 ” 市 教 委 秘 书 长 王 从 春 很 感 慨 ，
“四年的积累， 展示出来的， 虽然是一

堂堂丰富的课程， 没想到这背后彰显

的却是职业教育领域如此深刻的教育

教学改革， 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想象

空间还有很大。”
他表示， 《走进艺术宫》 项目对

职业教育来说意义重大。 中职学生走

进艺术殿堂， 有利于提升中职生的艺

术修养， 为未来人生奠定更扎实广阔

的基础。 同时， 在项目不断完善过程

中， 职业教育积累了一支专业化的教

师团队， 培养出一群非常优秀的青年、
资深教师， 对中职教育甚至全市的艺

术教育 “文教结合” 团队建设提供许

多有益借鉴。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

总监吴孝明表示， 把课堂搬进艺术宫，
让学生感受不一样的艺术宫教学， 这

是以文化人， 以教育人。 对全市小学

生而言， 是从小培养 “文化味觉” 的

良好载体。 中华艺术宫教育部部长朱

刚对此表示赞同， “希望我们的小树

苗能长成一片森林， 茁壮成长！”
《走进艺术宫》 项目始终是一种

突破———中职课堂教育教学的边界被

打破； 美术馆教育的原有模式被突破；
学生对于美术馆和职业教育的想象边

界也被突破。 未来， 上海中职教育还

将引导着优质的教学资源 面 向 社 会 ，
将艺术创作 、 文化教学 、 综 合 实 践 、
人文素养与美术馆的浩瀚艺海巧妙相

融， 呈现开放、 融合的中职教育， 让

更多的青少年担负起传承优秀中华文

化的社会责任！

多门“非遗”体验课程入驻“大世界”
在普通人心中种下 “非遗” 和 “匠心” 的种子

职业教育走向社会，有了更多新窗口
沪上职业教育与文化结合， 这个故事要从 7 年前讲起。 2010 年， 为了解决新疆高素质杂技人才短缺、 青黄不接等问题， 上海马戏学校为新疆艺术剧院杂技

团委托培养 45 名杂技人才， 这也成为契机， 让该校育人模式发生转变； 2013 年起， 沪上职业教育的课堂从学校搬到了中华艺术宫， 更多的市民了解到了职业教

育之美， 职校教师也开始思考教学之变； 就在今天， 修葺一新的上海大世界再推出 “大世界传习教室” 项目， 版画、 盘扣制作、 剪纸等 20 所中高职院校的 “非
遗” 体验课程入驻大世界， “老建筑” 变身， 让市民多了一个接触 “非遗” 项目的 “新平台” ……沪上职业教育踏着文教结合的平台， 不断在教育教学上进行突

破。 《走进艺术宫》 《大世界传习教室》， 上海马戏学校为新疆代培杂技人才， 这些沪上职业教育的新探索， 也在不断充实着文教结合的想象空间。

上海马戏学校 “订单式” 培养新疆杂技人才初见成效

从为舞台到为了孩子的职业生涯

《走进艺术宫》 项目开展四年
吸引上千名学生、 上万名市民参与其中

构建良好生态，点燃职教热情

四名新疆学生表演的杂技节目 《抖杠》 在第六届蒙特卡洛 “新一代” 国际马戏节比赛获金奖。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装饰专业教师周培元在中华艺术宫内

开设 《画中的建筑， 建筑中的画》 欣赏课

职校教师指导游客体验 “水袖”中职生担任 “茶艺” 课助教

顾绣大师执教 “露香园顾绣” 课 中职生担任 “面塑” 课助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