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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传承云龙“霸王鞭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

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加强传承力度和保护力度,尤其是学校教育要肩负起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承和创新的

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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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龙“霸王鞭舞”教育传承对人的影响 

1.1智力因素 

1.1.1益于身体协调能力的培养 

表演时舞者右手执霸王鞭中部,通过手指腕及上下臂的旋转变化动作

和全身动作相呼应,而左手是空手或持一块手巾挥舞。上身动作始终以胸

椎为轴运行,由双肩带动胸部由前向后做连续的横向绕圆转动,节奏大致

为两拍一次,当肩峰运动到最高点时需稍微压慢动作的速度。下身的动律

主要为一拍一次的坐胯屈伸,前半拍下屈后半拍提伸,视觉上给人一种富

有弹性的上下颤动感,节奏和跳转动作加快时动律幅度要减弱,与上身动

作相呼应。可见“霸王鞭舞”对身体肌群作用的动作方向、速度合理和时

机恰当有着严格的要求。 

1.1.2利于记忆力和语言能力的培养 

“霸王鞭舞”的表演更是一项复杂的过程。需要背诵剧本并能演唱,

往往舞者集表演和演唱于一身,演唱的同时要配合唱词来展现动作,所以

在演出的过程中既需要有良好的手眼协调能力,也需要有良好的记忆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语言与动作的配合能力。在同一个艺术形式中,既锻炼

了人的记忆力,又锻炼了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同时展现协

调能力以及动作与语言契合能力,所以“霸王鞭舞”的表演过程是对人语

言智能、运动智能的多重锻炼。 

1.1.3促进注意力的培养 

如上述所言,“霸王鞭舞”的表演较为复杂,一会儿是手上的功夫,一

会儿是嘴上的功夫,要将一个完整的舞蹈展示给大众,整套动作的连贯性

以及动作与配乐、唱腔间的相互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依赖于平常的

练习,更需要艺人在表演时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如果出现了动作在前而唱

腔在后,这样的舞台事故是不会被观众喜欢的。 

1.2非智力因素 

1.2.1加强民族凝聚力 

白族人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是族群认同的方式,是具有民族凝聚力的重

要体现。族群认同表达的是群体与群体间的关系,群体间的相互关系使得社

会体系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只容许一个族群存在,即当用共同的文化与世

系来界定族群体系时,只有当文化与世系这些要素在一个包含着其他族群

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服务于维系与凝聚自己群体之目的时,才是重要的
①
。“霸

王鞭舞”是白族民众崇尚农耕、学习诗文的独特产物,是白族人民和其他各

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影响的结果,是千百年来白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之所以流

传至今并得到白族人民的喜爱,正是缘于白族人民对其所流露出来的本民

族文化的认同。 

1.2.2陶冶情操,提升欣赏美的能力 

在院落里表演时会演唱《鸿雁带书》、《五更月》等较完整的传统唱本,

为农家做庆贺表演时先唱舞一段赞颂贺词,再根据农家情况进行即兴词舞

编唱。通过以歌载舞达到娱乐目的的同时,其还有一定教育意义,唱本内容

所体现的爱国、孝悌等理念通过剧目演出的形式,给观众较为深刻的视觉

冲击,和剧目中的人物产生共情心理,更能营造一种民族文化氛围。此外,

丰富的唱腔、优美的动作、精美的道具、绚丽的色彩都向人们传达着美的

内涵,观看的过程就是欣赏美的过程,表演的过程更是创造美的过程。所以

无论是观赏还是表演都是美育的过程。 

1.2.3培养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霸王鞭舞”是白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白族人民纯朴善良和团

结进取的精神,已成为白族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舞是群体舞蹈,

出台表演需要多人的相互配合。在表演过程中背景乐器的切换及场景人物

的顺序出场都需要整个团队的默契合作,只有成员间配合好才能发挥出整

个团队的魅力,形成良好的团队精神面貌,才能让整个舞蹈顺利演出。 

综上所述,“霸王鞭舞”在对人的教育培养上有着其他艺术形式所不

可替代的作用,是一种集培养身体协调能力、记忆力、语言能力、注意力、

合理分配注意力于一体的独特艺术形式,益于培养人们专注、细致等诸多

优秀品质,这也为这项根植于民间的大众艺术增添了独有的魅力。 

2 云龙“霸王鞭舞”的教育传承现状 

2.1教育传承的形式 

2.1.1个体教育传承 

基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特征,个体在教育传承中处

于最直接的位置。“霸王鞭舞”的个体传承具体表现为“民间艺人的自愿

学习”。跟喜洲、剑川等地区一样,云龙“霸王鞭舞”的传承者均是民间的

艺人前来自愿学习,这些艺人年龄大多在30至60岁之间。由于白族人民多

在白天务农,到了傍晚收工及饭后才会聚在一起切磋舞艺,这些前来学习

的艺人也通常是在晚上跟着带队人在院落里排练和学习,时间不固定,尽

兴后各自回家休息。 

2.1.2社会教育传承 

首先,在辛勤劳作之余的娱乐活动中传承,主体主要是上了年纪的老

人,比如晚饭后在农家院坝里闲暇地跳起了“霸王鞭舞”。其次,在重大节

日(如春节)或者重大日子(如农户办喜事)中通过上台表演得以传承。这种

形式丰富了白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为传承云龙“霸王鞭舞”起到了很好的

宣传作用。 

2.1.3学校教育传承 

学校教育在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

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其传承将更具体。顺荡小学是学校教育传承云龙“霸王

鞭舞”的重要代表。该小学硬件设施齐全,有专门的多媒体、音乐、舞蹈

教室,还是云龙“霸王鞭舞”的发源地,可以说这个地方有教育传承“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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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舞”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主要通过开设“地方与学校课程”(即校本

课程)的方式来传承“霸王鞭舞”。每班每周安排了两节地方与学校课程,

并会在“六•一儿童节”等重大节日的文艺汇演中进行“霸王鞭舞”表演。 

2.2教育传承面临的问题 

2.2.1面临传承人濒危困境 

冯骥才
②
老先生指出传承人濒危现象以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明显,是民

间文化处于最濒危的现状之一。当前“霸王鞭舞”的传承正面临这一严峻

问题,由于会舞鞭的老艺人逐步去世,而很多年轻人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

且不愿意学习,缺乏参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能力,要进一步传承“霸王鞭舞”

就必须调动青少年学习流传下来的动作。 

2.2.2教育转变中的教师冲突 

教育转变目前是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也是学校教育发展的前提,

但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不仅存在教育观念滞后问题,学校教育中

新、老教师之间的教育冲突也是比较明显,具体体现在教师专业情意、教

学理念等方面。而校本课程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在校本课程中融

入民族地方特产特色文化,更是一个教育创新的过程,所以对于这类课程

的开发不同的教师有着不同的建议和意见。 

2.2.3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 

教师专业化发展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话题,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都非常重视教师专业化发展。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教师专业化发展存在

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由于学生流失现象越来越明显、农村学校在编

老师越来越少,致使有些地方特色课程无人开设和教学；第二,由于农村教

师所具有的乡土性,存在自动放弃由教育部门提供的教师培训机会；第三,

由于地理环境原因兼职教师补给策略很难实现。对于传承“霸王鞭舞”来

说,首需的就是一批专业教师。 

2.2.4校本课程的制定与发展 

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学校教育与当地文化脱离,学校教育形成典型

“村落中国家”的教育现象。而把村落文化引入到学校中成为校本课程的

一部分,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此外,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

应该如何发展也是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而目前学校存在“阴阳”课程

现象,一些校本课程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课程监测并未落到实处。 

3 云龙“霸王鞭舞”教育传承的未来展望 

3.1培养传承人是关键 

学校教育面对的是年轻的群体,教师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发挥学

教教育的优势,提高学生学习、传承民族文化的热情。同时还应利用媒体、

社区的力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民众参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能力。 

3.2处理好教师冲突 

学校领导人要积极处理新老教师之间的冲突,营造良好的学校人文氛

围是协调和管理教师冲突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需要规范学校冲突管理制度

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在制定考核制度、奖惩制度

时要注意引导教师正确处理冲突,加强教师间的合作促进学校均衡发展。 

3.3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 

校领导要充分发挥职权,带引全体师生投入到“霸王鞭舞”教育传承

活动中。一方面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建立针对性培训机制,培养本学校专业

的“霸王鞭舞”教育传承团队。另一方面引进优秀师资,提高乡村教师待

遇。此外,教师要明确角色定位,扎根乡土、融入乡村,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用新的教育理念充实自我,增强角色适应能力。 

3.4坚持校本课程传承之路 

首先,为更好的让民族文化进入课堂争取资金支持是关键,相关部门

领导须具体落实校本课程开发的经费。教育局教研室应带头寻找音体美教

师补给方案,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霸王鞭舞”广播体操。其次,充分利用

区域优势积极开发校本课程,如可邀请民间艺人进校授艺。再次,深入家校

合作。家校合作是教育管理新模式,是学生减负的共同合作体,通过家校合

作,如利用家长会宣传“霸王鞭舞”知识增加家长和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

可和热爱,希望家长支持小孩学习民族文化。最后,中心校应加大对中小学

校本课程实施监督力度。 

总之,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延续的灵魂,是

民族发展繁荣的动力与活力的源泉。教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文化方式,

也是人类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古老的

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基因传承,

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
③
。所以作为新一代的民族文化遗产继承者,

我们应该竭尽所能为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做贡献。作为一名未来的教育者,

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 

注释： 

①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M].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广

西人民出版社,2000:22. 

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③普丽春.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构想[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01):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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