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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第九届“青春国学”传统文化进校园

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传承”论坛

2024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高扬中华

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

展好。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

2021 年 9 月 13 日至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时指出：“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21 年初，教育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要求充分发挥中小学课程教材、教育教学等育人环节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功能，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魂育人功能，落实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系统化、

长效化、制度化。

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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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文件指示，充分发

挥北京师范大学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落实传统文化教育的引领作用，

实现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助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当代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

值追求，北京师范大学拟举办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传承”为主题的

第九届“青春国学”传统文化进校园论坛，以语文核心素养链接教育教学

资源，聚焦课文中的中华文化遗产，勾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脉络，展

示教育一线在实践层面上的优秀成果。

一、基本信息

1.拟举办时间：2024 年 12 月 19 日（周四）至 12月 21 日（周六）

2.举办方式：线上、线下同步举办，线下举办地点为陕西省榆林市

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新校区）

3.主办单位：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语文专委会、北京师

范大学、榆林市教育局

4.承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华文化研究院｜京师书院、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国家中小学（含中职）语文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

地、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管理部、北京师范大学直属附校语文学科

教育研究共同体、北京师范大学青春国学联盟校、榆林市教学研究室、北

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

5.面向对象：全国语文、道德与法治教研员、中小学校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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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负责人及一线教师

6.特别说明：本次论坛为公益活动，不收取会务费，食宿自理

7.特别感谢：大成国学基金会

二、拟定日程安排
12 月 19 日（周四）全天

序号 时间 活动内容

1 全天 报到

12月 20 日（周五）上午

模块主题：理论与认识

序号 时间 活动内容

1 8:00-8:30 与会嘉宾报到、领取会议材料并入场就座

2 8:30-9:00

开幕式

主持：周云磊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语文专委

会秘书处秘书长）

相关领导致辞

3 9:00-10:30

主旨报告一：

语文课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主讲嘉宾：郑国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长，教育部义务教育、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修订组组长）

4 10:30-12:00

主旨报告二：

生活与家国：理解语文教育中非遗的“语境”

主讲嘉宾：唐璐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2月 20 日（周五）下午

模块主题：教学研讨

序号 时间 活动内容

1 13:30-13:50
主持：榆林市相关嘉宾

小学研讨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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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节日习俗 传承中华文化——以《清明》《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为例

分享嘉宾：北京市八一学校 张彬

2 13:50-14:10

小学研讨课二：

京剧非遗与魅力语文的和谐交响——艺术融入课堂的美妙旅程

分享嘉宾：宝安中学（集团）实验学校 肖宁

3 14:10-14:30

小学研讨课三：

品梅花之“淡”，传梅花之“清”——《墨梅》说课

分享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 刘瑞霞

4 14:30-15:00

小学研讨课评课

评课嘉宾：金艳

（海淀区五一未来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语文专委会委员）

5 15:00-15:20

初中研讨课一：

忆灯火微光，悟造炬成阳——《灯笼》说课

分享嘉宾：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 郭凯旋

6 15:20-15:40
初中研讨课二

分享嘉宾：榆林市推荐教师

7 15:40-16:00

初中研讨课评课

评课嘉宾：贾玲

（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西安市教育质量评估监测中心副主任，教

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语文专委会委员）

8 16:00-16:20

高中研讨课一：

品味鄂尔多斯风情，领略故土文化神韵——“家乡文化生活”说课

分享嘉宾：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第二中学 张晓芳

9 16:20-16:40

高中研讨课二：

解码秦声秦韵，体悟文化情怀——《秦腔》说课

分享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 杨宗春

10 16:40-17:00

高中研讨课评课

评课嘉宾：汪文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北京市学科带头人）

12月 21 日（周六）上午

模块主题：实践与认识

序号 时间 活动内容

1 8:30-9:30

主持：聂大昕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副

主任）

主旨报告三：

榆林市传统文化进校园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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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榆林市相关专家

2 9:30-10:00

教育部第六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获奖者展示

小学教师组课堂教学展示：

《清平乐·村居》

分享嘉宾：珠海市香洲区群贤小学 杨子蕊

初中教师组课堂教学展示：

《雁门太守行》

分享嘉宾：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文来学校 蒋婷婷

高中教师组课堂教学展示：

《望海潮》

分享嘉宾：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徐振宇

3 10:00-11:30

主旨报告四：

古诗文中的节日和节气

主讲嘉宾：马东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模块主题：闭幕式

4 11:30-12:00

闭幕式

致辞领导：周云磊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语文专委

会秘书处秘书长）

12月 21 日（周六）下午

序号 时间 活动内容

1 下午 返程

说明：活动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有变动以主办方通知为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4 年 1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