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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土化教育新路径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第十六中学   黄菊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香

港结合自身优势，通过开发文化传承课程，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为

学生提供一个充满智慧与启迪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茁壮成长；

开展体验式文化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思

想、价值和传承，唤醒文化传承基因;创新智慧化多元推广，充分发挥“一国两

制”的制度优势以及中西文化交汇的文化优势，提升“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 

 

【正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以文化人、

树文化人”，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坚守本土文化根基，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要

论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自信建设，指明了文化教育发展的

方向。在新征程路上，中华基础教育需从面向文化传承的课程、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活动、多元平台展示与推广三方面入手，提升师生文化素养，提升文化品味，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开发文化传承课程，培植文化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绵延数

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道路，要认真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

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 

 



 

香港是一座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程度高的城市，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元素。

在村落里，传统文化元素原汁原味展现；在城市的背景下，其载体跟形式又有了

新的变化。香港是一个中外文化共存、交融的城市，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有优势。

香港进一步融入内地，把祖国的优秀文化吸引到香港，在香港能有更好的发展空

间，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教师通过课程、教学

发展可以把香港潜在的能力发掘出来，有效地整合文化资源，将中外文化交流这

项工作做得更加有序、有效。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空间不断演化符合它的社

会功能。”在中央政府和国家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下，截至目前，香港共有 10个项

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有 3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目

前，香港已有粤剧、凉茶、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香港潮人盂兰胜

会、大坑舞火龙、古琴艺术、全真道堂科仪音乐、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和黄大仙

信俗等 10个具有高文化价值的非遗项目，成功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社会各界组织师生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让学生了解中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组织学生参加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例如参与文化遗产考古发掘、修复古建

筑、整理档案资料、协助相关部门宣传等。通过制作文化手工艺品或者创客作品，

体验地方特色非遗保护活动，学生们对文化传承的活力和魅力会有切身的感受，

培植文化自信的土壤。 

课程引领是学校教育的根基，建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能为学生提供

一个充满智慧与启迪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基于香

港文化积淀及文化传承的支持，学校以校为本开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

具体做法如下：一方面，学校开设的传统文化课程是引领学生探寻文化之根、感

受中华文明之魂的重要途径。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和传承中华

文化，更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学校积极开发面向

文化传承的 STEAM 课程（C-STEAM），C-STEAM 是在 STEAM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

化的跨学科教育。在 C-STEAM学习中学生会设计传统文化项目，如利用传统文化

元素进行艺术创作，设计传统文化题材的游戏、乐器、建筑模型等；也可将传统

文化与艺术结合，例如学习中国传统绘画、书法、刺绣等艺术形式，或是学习传

统文化的色彩应用、图形设计等。学生会通过学习美术设计，对传统文化的内涵

有更好的体验和认识。还可以将传统文化与数字化技术融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技术结合起来。例如开发传统文化主题的电子游戏、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新演绎

传统艺术等。将传统文化与制造、工程融合，例如学习传统手工艺制作，制作传

统文化艺术品，搭建传统建筑模型等。C-STEAM 课程能够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培养他们的创造力，技术能力等等各方面的特长，锻炼学生的创造力和动

手能力。 

二、开展体验式文化活动，唤醒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论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除文化融入课程培植文化土壤

外，还应开展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使学生能够全面、深入地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唤醒文化传承基因。 

香港文化传承的场馆建设丰富。这座荟萃东西文化的“东方明珠”，不仅有

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艺术馆等高质量的一流学府、展览场馆，也拥有钱穆、饶

宗颐、杨善深等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艺术大师，无论硬件、软件，坐拥地理优

势和“一国两制”制度红利的香港，无疑在今天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大熔炉，

具有无可取代的文化特色。如坐落于西九龙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一座展示

中华文化艺术的专题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 30000平方米，由故宫博物院与西九

文化区管理局合作建立。该馆共有九个展厅，博物馆全面和深入地展示北京故宫

博物院的珍藏，流展出绘画、书法、青铜器、陶瓷、金银器、珐琅、玉器、漆器、

玻璃、玺印、织绣、首饰、雕塑、图书典籍、古建藏品等精选的故宫艺术藏品。

截至 2024 年 5月为止，香港共有约 60所博物馆。博物馆将会成为学校历史文物

教育的第二课堂，博物馆积极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包括学生作品展、工作坊、历

史和文化课程等。 

香港教育局近几年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体验式文化活动。在学校组织文

化活动方面，学校可以开展体验式的文化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

如开展传统手工艺体验，安排手工艺人指导学生参与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学校

也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传统艺术表演，邀请传统艺术团队或艺术家举办传统艺术表

演，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校园；开展传统音乐体验，请专业老师指导学生演奏

传统乐器或合唱传统歌曲，如组建戏曲兴趣学习社团、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社团等；



 

在校内外组织的研学方面，组织方利用传统节日开展庆祝活动，安排传统游戏、

赛龙舟、包粽子、赏花灯等活动；组织传统文化考察游学或研学，安排专业讲解

员给学生讲解文化遗址、博物馆、传统手工艺工坊等。场馆也经常邀请专家学者

或文化爱好者进行传统文化讲座和研讨，让学生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

和传承，唤醒文化传承基因。教育局与场馆联合组织培训包含仿文物制作工作坊、

文物修复体验工作坊及制作文物教学绘本，以相关文物的趣味点引发学生学习兴

趣，扩阔学习视角。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厚智慧，而中华文

化的精神，大部分都呈现于经典作品之中。“中华经典诵读港澳展演会”是中华

经典诵读工程下的一个重要活动，让港澳和内地学生跨越地域限制，以中华经典

为桥梁，加强交流、增进情感。 

三、创新智慧化多元推广，探索家校共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自文化理解，文化宣传助推文化理

解与传承。香港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让香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头堡。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在这里交流合作，让“香港制造”的影视、动漫、流行歌曲

等风靡亚洲。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在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

赋予香港的全新定位，以期香港更好地融入新时代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作为中西

方文化交汇地，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洋溢着中西文化荟萃的氛围。在香港建设中

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既能够挖掘香港自身的文化特质，促进中华文化在香港传

承和弘扬，增强香港市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有利于借助香港国际化的平台，

依托其国家文化窗口和交易中心的地位传播推广中华文化，外向辐射我国的文化

软实力。 

基于香港的区位优势传播和推广中华文化，香港可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

的制度优势以及中西文化交汇的文化优势，精准获取内地资讯，并以国际媒介的

运作方式与海外接轨，提升“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一方面，香港可以利用

自身国际金融商贸中心的区位优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在国际金融商贸中

心建设的方方面面，在传承和弘扬的过程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

教育相关部门采用线上资源传播的方式，将传统文化教育与互联网、移动应用等

深度融合，提供一个能够让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推广的在线学习资源和互动交流



 

平台。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力量，让更多人看到和认可传统文化，如开展线上文

化展览、研讨会，发布文化创意内容等。还可运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

创造交互式的虚拟体验。例如，虚拟游览名胜古迹、云体验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

等，让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文化。此外，社会各界加强家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通

过家庭教育、亲子活动等多种形式，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鼓励家庭设

立传统文化角落，如书架、展示柜等，用于展示与传统文化相关书籍、艺术品、

手工艺品等。家庭成员共同观摩传统文化表演，如戏曲、舞蹈和音乐等，参与学

校组织的传统游戏和活动、欢度传统节日等活动。鼓励家庭成员尝试传统手工制

作，如剪纸，刺绣，陶艺等。还可组织家庭成员参观文化遗址、历史建筑和博物

馆等，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魅力。学校开展校家社协同的传统文化讲座和

讨论、组织家庭讲座或小型的文化讨论会，邀请专家学者或文化爱好者进行传统

文化的讲解与交流。家庭成员可以一起学习和探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做

出贡献。 

热爱祖国，热爱中华优秀文化是青少年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国家领导人对

香港青少年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香港学生的回信中勉励他们“深刻认识

世界发展大势，深入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

本领，早日成长为可堪大任的栋梁之才。”因此，汲取、弘扬、阐发中华文化思

想的精华，有助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在 2023 年的《施政报告》中宣布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于本学年定期提供有关国情、

国史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广泛认识国家安全、中华文化、国家历史、国家地理，

以及国家发展和成就。加强爱国文化和历史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需各界大力投

放资源予以支持，努力打造优质高效的教育平台。同时，这也将为香港年轻人创

造更多成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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