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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舞狮： 舞出文化 舞出精神 舞出前程
画龙点睛：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舞狮践行： 弘扬行知实验不凡精神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舞龙舞狮为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

龙、狮，是中华民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也是蕴含民族精神的载体。
舞龙舞狮，是流传已久的传统运动项目，也是节庆活动的经典展示项目。 舞龙

舞狮，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有着民族精神演绎的精彩，一直受到社会各
界的喜爱，同样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 是在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旧址上
于 1993 年重建的一所完全中学。 学校弘扬“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
人”的校训，坚持“实验行知，求真创造”的办学理念，引导师生创造着一个个优异成
绩。 学校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市级荣誉，成为区域内较有影响力的区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并被推介为“家门口的好学校”。 2017 年 11 月，学校被批准为“上海市特色
普通高中建设第三批项目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以发扬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思想和精神为己任的行知实验中学，
对舞龙舞狮作了育人性、文化性、渗透性、多元性的多重开发，使舞龙舞狮具有教育
的意味、文化的韵味和行知的寻味。 舞龙舞狮，成为学校节庆和重大活动的“品牌项
目”，学校每年举行运动会，龙狮腾跃、双龙点睛，成为标配，以此拉开序幕，显得特
别精神和耀眼。

学校将舞龙舞狮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进校园的重头戏，进行了传
承文化的深度挖掘；将舞龙舞狮作为践行陶行知思想、精神的新载体，进行了知行
合一的良好示范；将舞龙舞狮作为展现校园文化的新窗口，进行了朝气蓬勃的形象
塑造；将舞龙舞狮作为素质育人的新途径，进行了由外及里的艺术培育。 如今，这个
由高中体育专项化改革而引发的“校园一绝”正展现出迷人的风采、育人的精彩。

源远流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龙，代表了吉

祥、尊贵、勇猛，更是权力的象征；狮，则

外形威武，动作刚劲，神态多变。 龙狮运

动 ，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瑰 宝 ， 距 今 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民族传统文化的神韵

舞龙舞狮，象征着兴旺和吉祥，富有

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独特的传统艺术性 ，
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精华。 在人们的

记忆中，锣鼓伴奏，龙随乐舞，这是一个

场面壮观的画面。 舞龙结合着跳跃、扑

腾、登高、翻转、踩球等高难动作，让人喜

闻乐见。 因此，舞龙舞狮活动成为喜庆佳

节的最佳的民间活动。
如今的龙狮运动， 已经从民间文体

活动演变成一项集武术、杂技、艺术为一

体的体育文化运动， 其技艺发展水平之

高，遍及范围之广，还有其未来多元化发

展的前景， 处处显示着这个古老的健身

娱乐项目的时代新魅力。 舞龙舞狮，在世

界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获得了各族

人民的青睐，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由此

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龙

狮文化。

龙狮精神的文化寻味

学校认为，龙狮精神，渗透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是一种不屈不挠、 勇于拼

搏、奋发努力、知难而上的精神，更是一

种崇尚群体、 凝聚合力、 敢于创新的精

神。 具体包括勇于拼搏、脚踏实地、求真

创新、团队协作等。
第一，勇于拼搏。 “勇”，勇敢、胆量；

“拼搏”，旨在尽最大的力量，倾自己的所

有，积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二，脚踏实地。 比喻做事踏实，认

真。 主要是指观念务实、干事踏实、讲究

现实。
第三，求真创新。 传承决不是仅仅习

得，更重要的是有所创新，使知识增益。
在龙狮表演中， 需要舞者具有灵活的步

法、巧妙的手法，才能将龙狮表演得惟妙

惟肖、 生动活泼， 更需要培养学生探求

“真知”、感悟“真情”、品味“真趣”，学会

做人，在道德、知识、技能、心态等方面健

康成长，成为“知、行、意”合一的“真人”。
第四，团队协作。 团队协作是一种为

达到既定目标所显现出来的自愿合作和

协同努力的精神。 它可以调动团队成员

的所有资源和才智， 并且会自动地驱除

所有不和谐和不公正现象， 同时会给予

那些诚心、 大公无私的奉献者适当的回

报。 如果团队合作是出于自觉自愿时，它
必将会产生一股强大且持久的力量。 龙

狮活动， 能够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培养他们团队和创造精神。 最重要的

一点是，借助这一运动，能对学生进行形

象演示和贴切教育，传播一种思想，树立

一种意识，弘扬一种精神，使广大学生领

略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魅力， 领会

蕴含其中的民族精神， 培养学生民族意

识和民族精神。

杨卫红校长说，“现在的学生对传统

文化了解得太少，学校借龙狮这个项目，
一方面是增进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识，增加认同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体验

舞龙（狮），另一方面是增强学生体质，培

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磨练坚强意志，让

校园更有生气。 ”
舞龙舞狮运动能联络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 增强民族认同感， 提高民族凝聚

力,对参与者的身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素质 , 培养学生意

志品质， 而且能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发扬光大， 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代代

传承。
学 校 积 极 开 展 人 人 会 舞 龙 体 验 活

动，在相关特色活动中，让师生了解龙狮

文化， 从而拓宽视野境界、 提高运动技

能、锻炼身心体质、丰富文化生活，最终

提升人文素养， 从而提高学校的办学品

位，更好地推进素质教育。

文化重塑： 龙狮精神进入校园的演绎
学校对龙狮文化及其精神进校园 ，

进行了校本化的演绎和全方位的架构 ，
龙狮精神传文化，知行合一育真人。

“龙狮”校园文化特色

学校引入非遗项目 “龙狮文化”，并

植入到教育活动和体育教学的方方面面，
充分挖掘可开发可利用的优秀龙狮文化

资源，在师生的认知结构和情意结构中逐

步形成以内化和体现“龙狮精神”及“真人

教育”为核心的价值观，形成丰富的“龙

狮”校园文化特色，全面提升师生可持续

发展的软实力和学校的办学质量。
学 校 以 龙 狮 文 化 为 文 化 建 设 的 品

牌，挖掘龙狮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和学校

“实验行知、求真创造”的办学理念相结

合，从内隐和外显两个层面提炼、构建出

校本特色的龙狮文化， 内隐层面如办学

目标、课程目标等，外显层面如宣传栏、
黑板报、校刊、校园网站等，并将其落实

于学校的制度、 行为、 活动和物化设施

中， 激励师生对校园精神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学校通过校园文化、 班级文化和课

堂文化等领域，开展“龙狮文化”的熏陶

和引领， 帮助学生养成 “惯于耐心与踏

实、善于思维与想象、乐于交流与合作、
勇于实践与创新”等良好的习惯，进一步

塑造创新人格，拓展兴趣、激发好奇、确

立自信、学做“真人”。

龙狮文化活动亮点

学校注重龙狮文化活动的演绎和深

化：一是围绕龙狮文化，开展一系列德育

实践活动， 让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在活

动中不断升华。 如利用晨会、班会、队会，
围绕如何传承龙狮文化，做时代“真人”
开展主题活动等。

二 是 开 展 丰 富 多 彩 的 校 园 文 化 活

动。 成立“龙狮社团”、“龙狮文学社”、“龙
狮运动队”等，结合读书节、体育节、科技

节等平台展示学生各方面才能。 在龙文

化系列活动中， 学生展示在龙狮活动中

收集的照片、有关的绘画、剪纸，形成的

小论文、调查报告等；进行活动中的小故

事演讲等主题交流。
三是通过名家讲坛等活动提升师生

对龙狮文化的认识。 不定期地邀请市级

有知名度的专家和舞龙教练来校指导 ，
相关教师积极参与上海市组织的龙文化

教育培训，取长补短，把学到的东西灵活

地运用于本校的龙文化教学活动中，提

高开展龙文化教育的能力。

科学嫁接： 知行合一成为学生的实践
舞 龙 舞 狮 ，与 发 扬 陶 行 知 的 “真 人

精神 ”相结合 ，与学 做 “真 人 ”的 实 践 相

呼应 。

“小先生制”显传统优势

“小先生”，是行知实验中学学生学

习陶行知教育思想，学做“真人”的重要

实践， 也是知行合一培养核心素养的有

效载体。 这项传统在舞龙舞狮活动中，也

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人人体验式舞龙舞狮活动中 ，学

校积极探索推行“小先生制”。 由学校龙

狮队队员发挥自身的特长， 把自己所学

到 的 舞 龙 舞 狮 动 作 技 术 教 授 给 其 他 学

生， 与他们分享在训练比赛中的付出与

收获， 使每个学生都明白不仅要发扬龙

狮精神， 更要传承中华文化。 在该活动

中， 坚持行知先生倡导的知行合一的教

学理念，给学生搭建了展示平台，以彰显

知行合一的风范。

“小先生”像模像样

徐夏燕是 “行实龙狮队” 的一名女

“龙头”，给人干练、阳光、积极向上的感

觉。 谈起参加学校龙狮队的感受，她滔滔

不绝：“龙狮队成员都是由不同班级的同

学组成，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了解，也使整

个年级更加团结， 还学到很多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 经常出去参加比

赛，增长了很多见识，丰富了个人阅历。
很 庆 幸 在 学 校 能 有 这 样 一 个 学 习 的 机

会。 ”她讲起话来很流畅，有层次感，龙狮

学习给她成长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黄嘉

宇是班级体育委员， 是龙狮队中的另一

名“龙头”。 在临近高三面对繁重的学业

压力时，觉得以后舞龙（狮）的时间和机

会越来越少。 但两位学生却义无反顾 ，
说：“如果有需要，我们还会来帮助‘新鲜

血液’ 练习， 比如他们需要替补或什么

的，我们也都可以及时过来参加。 ”站在

一旁的杨校长不无感慨地说：“他们每天

都在教其他同学学习舞龙， 而且教得非

常好， 这正是陶行知先生所一直倡导的

‘小先生’教育理念，全校学生的舞龙体

验活动，普及效果十分明显。 ”
舞龙舞狮训练， 对团队的协作要求

很高，能提高学生沟通能力、控制情绪能

力、解决问题能力等。 舞狮动作一旦不同

步，就会导致配合失误，需要搭档的小伙

伴们寻找默契， 从交流中获得进步和成

长。 队员王晖说：“舞龙这项运动，能增进

同学之间的友谊。 ”

舞龙狮 做真人 传文化

舞龙舞狮在行知实验中学校园的

诞生、发展和成熟，有着天时地利人和

的优势。
文化传承， 是舞龙舞狮在校园蓬

勃开展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精髓。 而舞龙舞

狮， 又是民族史上具有深厚底蕴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龙狮

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聚
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 作为龙的

传人，理应了解、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加强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而舞龙舞狮， 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身姿， 看到了非遗传承的

魅力。
行知血脉， 是舞龙舞狮在校园持

续开展的动力。我校以践行陶行知教育

思想为宗旨，学做“真人”，是对学生的

基本要求。 陶行知的许多教诲，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连， 与素质育人相关，
而舞龙舞狮中，能够将行知实验中学奉

行的育人主旨得到更完美、更切实的落

地，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可以说，
行知是精神内涵， 舞龙狮是外在形象，
两者融合，可以展现出行实人的舞龙狮

之貌，表现出舞龙狮人的行知之韵。
多元渗透， 是舞龙舞狮在校园有

序开展的脉动。舞龙舞狮，不仅是高中

体育专项化发展的“重头戏”，也是特

色办学、课程建设的“组合拳”，对校园

文化的重塑、行知精神的演绎、素质育

人的深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舞龙舞狮， 让我们感受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灿烂， 体验了非遗民俗

之花的清新，坚定了文化立校的信念，
清晰了特色办学的路子，舞出文化，舞
出精神，舞出前程。
（作者为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校长）

感言

舞龙舞狮
捷报飞传
近日，一则信息让行知实验

中学沉浸在兴奋与光荣的气氛

中，经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协调

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青少年学生

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批准，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舞龙舞狮

基地被命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研习暨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

秀传习基地”。
舞龙舞狮是行知实验中学

的品牌项目 ，获得 “上海市非遗

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属实至名

归。 这是一张该校自舞龙舞狮开

展以来的《成绩单》：
2014 年至 2017 年，连续四

年参加上海市学生龙文化全能

赛龙狮项目比赛，荣获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4 个 ；学校获体育道

德风尚奖。
2015 年 9 月， 参加浦东国

际龙狮文化节活动，获上海市校

园龙狮文化展演最佳才艺奖；10
月，受邀参加第九届上海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节展演活动；12 月，
受邀参加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中心

举办的“青春师大非遗行 、龙跃

校园迎新春———上海市学 生 舞

龙文化邀请展示会”。
2016 年 9 月，参加“绿地集

团杯”上海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

暨第六届龙狮总决赛，获龙狮传

统一等奖、高中组舞龙自选一等

奖、 初中组舞龙自选二等奖；11
月，行实龙狮队参加全国第九届

舞龙舞狮锦标赛上，获少年组亚

军 ；12 月 ， 2016 上海市最 佳 阳

光体育系列奖项主题活动“最佳

体育社团”提名奖。
2017 年 11 月 ， 参 加 2017

第十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获

少年组舞龙传统套路第二名、舞

龙自选套路第二名；11 月，参加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练塘古镇”
上海市第七届舞龙舞狮锦标赛，
获 舞 龙 自 选 套 路 亚 军 ； 参 加

2017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礼

谦杯”上海市舞龙精英赛 ，获初

中队三等奖、高中队二等奖。
同时，行知实验中学龙

狮 教 学 团 队 获 2015 年 度

“宝山区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称号。
舞龙舞狮，不仅让行知

实 验 中 学

师 生 舞 出

了 运 动 佳

绩 ，而 且 让

行 知 实 验

中 学 校 园

充 满 了 文

化 韵 味 ，更

让 行 知 精

神 得 到 了

发扬光大。

课程深化： 龙狮文化进入教学的天地
舞龙舞狮，进入课程，排入课

表， 这是行知龙狮文化校本化的

必由之路， 也是让全体学生接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体育专项化改革的载体

抱腰、上腿、上肩、坐头，一个

个动作连贯有序； 板凳青、 竹梯

青、高桩青，舞完传统套路 ，再练

自创动作……行知实验中学的操

场上，一节“舞狮训练课 ”正在进

行， 狮头狮尾在骄阳下跃动，“校

园黄飞鸿”们个个汗流浃背。
按专项开课、按兴趣编班、小

班化教学，一场中学体育课的“大

变脸”，正在上海校园兴起。 作为

沪上施行高中体育专项化改革的首批试

点学校之一， 行知实验中学通过在武术

专项课上引入“龙狮”这样的中国传统民

俗，让过去略显枯燥单一的体育课，变成

学生们感受传统体育文化的课堂。
在项目运行过程中， 学校编写了龙

文化课程方案， 建构了特色鲜明的龙文

化课程体系，撰写了舞龙校本教材《飞龙

乘云》， 把龙狮教学融入体育常规教学

中，开展了人人会舞龙活动，成立舞龙舞

狮特色社团，注重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构建龙狮特色的教学文化

龙狮项目，是将传统体育、舞蹈、音

乐与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学校

在音、体、美、综合实践课程中，将舞龙舞

狮作为元素，进行了融入性的嫁接：———
体育课堂， 是师生身心体验和生命成长

的舞台， 也是师生龙狮文化的形成基础

和价值体现的重要平台。 在“龙狮精神”
引领下， 教学中主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方

式、教师的引导方式、师生的思维方式和

行为习惯等方面的特征。同时，还进一步

研究“龙狮精神”对体育课堂教学文化的

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课堂教学文化特征

的具体内涵；———音乐学科，开展龙狮音

乐的研究， 如龙狮表演中的锣鼓韵律；
———美术课堂上， 研究古今中外龙狮美

术作品特点，绘画龙狮作品等；———综合

实践课程，带领学生开展龙狮主题研究，
制作龙狮作品等。 通过课堂中的这些拓

展内容， 不仅丰富学生对龙狮文化的理

解，而且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杨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