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棒法走进百年老校。2017年2月，苍南县

宜山小学被授牌为“老渊棒法”传授基地，苍南县宜

山小学“老渊棒法”社团由此成立。

“老渊棒法”创于十九世纪初，是温州市苍南县

望里镇浃底园村发源的一种南拳棒法。近200年

来，薪火相传，已经传承了九代。2016年，“老渊棒

法”被授予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在第九代“老渊棒法”传承人、首届健康苍南行

动“健康达人”提名奖陈中墙的带领下，“老渊棒法”

作为学校的拓展课程走进课堂，社团主要招募学员

为三四年级学生，于每周二、四下午进行训练。练功

的孩子手握棍棒列队操练，饱满的态度、昂扬的斗

志、整齐划一的呐喊、阳光下熠熠闪光的汗水，是独

属于学武孩子的风采，更是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老渊棒法”社团活动内容包括：三步挑、四步

鞭、五步英，还有短棒四门挑角、小大四门等一系列

基本功，长短棒法俱全。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实践，宜

山小学初步摸索并形成了一套适合小学生的棒法课

程教学体系，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了解和学

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丽珍宝。

几多耕耘几多收获，一届届社团成员用汗水浇

灌出累累硕果。五年多来，全校共有400多名学生

参与了“老渊棒法”的练习，学生身体素质得到了显

著增强。学校也多次组织学生参加温州市中小学生

武术比赛，屡创佳绩，两获团体第三名，个人获奖二

十多人次，多次组队参加校内外演出，开阔了眼界，

展现了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

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老渊棒法”浸

润百年老校宜山小学，一招一式成就孩子们精彩的

校园生活，一点一滴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孩

子们通过“老渊棒法”的学习，切身感受了非遗文化

的魅力和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他们从

小树立起爱国爱民、文武兼备、意志坚强、谦和礼貌

的良好意识，让健康的体格伴随孩子们的一生。

通讯员 任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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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周四下午。听！一阵清脆明快的曲调声

响起，一群学生正有板有眼地练习着戏曲中的动作，

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腔调十足。原来，洞头区大门镇

中心小学的“青墨”戏曲社团又到了排练时间了。

“青墨”戏曲社团创建于2017年，几年来，社团

排演的豫剧《花木兰》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昆曲

《三请樊梨花》、黄梅戏《女驸马》《杉木水桶》等在各

类活动展演中亮相，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

赞誉。该社团秉持“守正出新——传承戏曲文化 弘

扬社会核心价值”的理念，采用“创”“识”“辨”“学”

“唱”五法，带领学生学习戏曲知识和戏曲表演，让学

生们感受到了戏曲所表达的真善美，领略到了戏曲

身后的文化底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传统文化的

熏陶，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几许？社团指导师介绍：

“戏曲进校园实施以来，学生们都能在课堂中学习到

简单的戏曲表演和朗朗上口的经典唱段，‘青墨’社

团则是把有戏曲特长的，以及对戏曲有浓厚兴趣的

学生挑选出来，进行重点培养，让戏曲艺术在他们幼

小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辛勤耕耘，终有收获。2022年社团排练的昆曲

《三请樊梨花》获得洞头区中小学戏曲比赛一等奖及

市戏曲比赛二等奖。 通讯员 董凯

编者按：本期展示的社团是洞头区大门镇中心小学“青墨”戏曲社团和苍南县宜山小学“老渊棒法”

社团。有兴趣的学校可加“温都教育周刊”微信公众号(wendujiaoyu2018),向本报自荐或推荐优秀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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