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敦煌地方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工作的开展，不仅可

以让广大青少年在学习中充分感受到敦煌文化的艺术魅力，

传承和发扬敦煌艺术文化，还能培养青少年的敦煌文化保护

意识。本文主要结合当前校园课堂现状，针对敦煌地方文化

教育纳入校园课堂的可行性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

希望可以为敦煌地方文化与校园课堂的深度融合提供有益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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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代表了东方古老的神秘文明， 是享誉世界的伟

大文化遗产。敦煌的文物、古迹、艺术、典籍孕育出了灿烂的敦

煌地方文化。敦煌饱受历史文化的浸润，既有大漠的自然风光

也有西域的边塞文化， 这里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艺术为丰富校

园文化教育提供了大量的教育资源。 为了实现校园的特色文

化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敦煌厚重的地

方文化价值与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
一、在校园中营造浓郁的敦煌文化氛围

敦煌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浩瀚的典籍文献与精美

的敦煌石窟艺术，是培养学生高尚情操的文学素材。为了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让敦煌地方文化走进校园，推进校园特色化发

展，学校首先应当营造敦煌文化的氛围，在校园醒目位置设置

敦煌文化主题的教育目标。同时，结合敦煌地方文化打造教育

实践基地，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敦煌非物质文化的价值和影响，
培养学生传承和弘扬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学校还要定期

举办敦煌文化主题活动，将课堂与楼道利用起来，展示敦煌的

伟大艺术遗产，让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充斥莫高窟文化艺术，使

学生在经典中接受敦煌传统文化教育。
二、课堂中引入敦煌优秀传统文化

课堂是渗透敦煌地方文化的关键场所， 在语言类课堂中教

师要主动承担弘扬敦煌艺术的责任， 通过敦煌经典诗文与经典

人物的引入，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使学生在优秀文化的熏陶下，
形成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 同时学校与教师要积极与上级单位

沟通，开发以敦煌地方文化精华为主题的校本课程，让学生在课

堂中感受敦煌的大漠风光与敦煌万物顽强不屈的生存精神。
在敦煌地方文化中戈壁、沙漠与森林、雪山，共同构成了

敦煌的文化奇观。 敦煌的胡杨在长年的严寒酷暑中展现了不

屈的铮铮铁骨；骆驼刺与沙棘在沙漠狂风暴击中勇敢地抗争，
这些都代表了敦煌的精神意志与地方文化。因此，在课堂教学

时，教师可以将这些风景图画向学生介绍，展示敦煌人面对大

漠戈壁时的顽强生存精神。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 是多种文化

撞击的交叉点，敦煌历史中还出现过无数杰出的英雄人物，这

些都是经典的文化素材。所以，教师在课堂中要定期组织学生

阅读敦煌历史典籍， 不断提升学生对敦煌地方文化的感悟和

见解。 同时，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布置古诗文学习任务，组织学

生对《阳关曲》《渭城曲》《凉州词》等诗词进行分类整理，让学

生一边筛选一边鉴赏关于敦煌文化的艺术描写， 从而有效培

养学生良好的文化素养。
三、在活动中落实敦煌传统文化教育

为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学校要定期举办敦煌传统文化主题教育，开展相关教育活动。
主要以歌颂敦煌传统文化的诗词歌赋为内容， 坚持每周进行

经典诵读竞赛，每月定期举办“爱家乡、赞敦煌”主题演讲。 同

时学校还要让敦煌书法教育进入课堂， 让学生进行敦煌硬笔

书法临摹，并定期举办敦煌书法表演，以此增强学生对敦煌优

秀历史文化的认同感。
为了深化学生对敦煌地方文化的情感体验， 学校可以组

织学生定期开展征文活动， 让学生在鸣沙山与莫高窟等名胜

古迹中去寻找素材，欣赏敦煌独特的风情和秀丽的风景。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还要重视对敦煌戏曲文化艺术的传播，让学生

了解敦煌地方文化的丰富艺术形式。比如，组织学生学习敦煌

快板与曲子戏等文化艺术， 让学生承担起传承和弘扬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任。
敦煌地方文化中的剪纸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形成了

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中《反弹琵琶乐舞图》与《莫高神韵》等艺术

作品，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审美素

养。 另外，在课堂中教师要将敦煌壁画与敦煌飞天等艺术教育

引入课堂，在墙壁张贴具有敦煌神韵的壁画，并通过制作敦煌

壁画和彩塑的实践，让学生感受敦煌艺术魅力的博大精深。
四、结语

敦煌地方文化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为校园课堂提

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为了有效实现敦煌地方文化与校园课

堂的有效融合，学校与教师可以采取校本课程开发的方式，为

学生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通过多样化的主题活动落实敦煌

地方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在校园内与经典文化同行，使学生

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生活情操， 让敦煌文化真正地

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进而实现追求卓越、健康快乐、特色发展

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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