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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先导计划” 

2020 年度执行报告 

经我校申请，2020 年 6 月, 田家炳基金会应允在我校设立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先导计划”。项目实施以来，我们紧紧围绕既定方案

中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

射带动”六大任务，结合实施教育部《关于切实坚强新时代高等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学校教育，

把立德树人、以美育人贯穿到人才培养的全链条全过程。 

一、加强队伍建设，为项目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一是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学校成立了以副校

长党怀兴教授为主任，宣传部部长马晓云、教务处处长李贵安为副主

任，文学院党委书记孙清潮为执行主任的领导小组，负责该项目设计

和组织实施。 

二是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提升项目的有效性。先后聘请非遗传

承人汪天稳、魏金全、汪天喜、汪海燕、赵百平、孙卫、孙赞等担任

传承导师，聘请原陕西省艺术馆副馆长修建桥为特聘研究员，组建了

较高水平的传承人队伍，为项目高质量实施提供了坚强保障。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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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国家级传承人汪天稳为客座教授 

 

聘任非遗专家修建桥为特聘研究员 

 

二、加强课程建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 

2020 年度新开了《皮影与大秦之腔》《皮影历史文化概论》《皮

影与戏曲艺术导引》《皮影与中国传统图案元素》《皮影艺术鉴赏与

实践》五门课程。文学院高益荣教授、孔军博士，新闻与传播学院穆

海亮副教授，美术学院窦向东副教授，音乐学院韩晓勇副教授承担了

主讲任务，学校将这些课程纳入全校公共艺术选修课，每门课程为 36

个学时，2 个学分。2020-2021 第一学期选修课人数 247 人,达到了预期

目的。疫情期间，邀请 9 位皮影戏研究专家相继开展线上讲座(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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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累计 5000 余人,遍及校内校外。 

 

影基地 2020 年度线上讲座一览表 

题   目 讲  座  人 时间 

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 马知遥(天津大学教授) 5 月 14 日

发现皮影：从田野到历史深处 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5 月 23 日

非遗：一笔重要的文化战略资源 苑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5 月 28 日

漫话秦腔的丑角艺术 
张武宏(国家一级演员、著名丑角表演艺

术家) 
6 月 5 日

秦腔音乐的魅力 崔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6 月 12 日

秦腔打击乐鉴赏 赵磊(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6 月 19 日

漫话秦腔的旦角艺术 李锦航(陕西艺术职业学院,一级演员) 6 月 26 日

漫话秦腔的净角艺术 胡林焕(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级演员) 7 月 3 日

漫话秦腔的生角艺术 陈魁(陕西省戏剧研究院一级演员)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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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社团建设，推动校园文化活动开展。 

由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牵头，成立了陕西师范大学大学生皮影艺术

协会。该协会下设签手部、表演部、雕刻部、剧本部、调研部、皮影

剧社五个组织，会员人数 286 人，成为全校人数最多的社团。2020 年

度先后邀请 35 位皮影艺人走进校园，手把手教学生学习皮影雕刻和皮

影表演，并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晚在长安校区新勇学生活动中心二层

多功能厅举行了“影戏乾坤、古韵新辞”大学生皮影戏传承专场汇报

演出，表演了富平阿宫腔皮影戏《王小赶脚》、乾县弦板腔皮影戏《武

打：杀马》、商洛道情皮影戏《狼牙洞》、青海皮影戏《逛庙》、甘肃影

子腔皮影戏《坐越国》、创新皮影戏《孙悟空大战二郎神》等 8 个剧目，

从影人雕刻，到签手，从唱腔，到演奏，均为大学生在传承人指导下

独立完成，参与演出学生 95 人，现场观众 300 余人；11 月 12 日又在

长安校区博物馆西附楼四层举办了大学生皮影雕刻作品展览，展出大

学生雕刻作品 24 份，共有 30 人参与创作。这项活动在全校引起了较

大反响，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喜欢这门优秀的传统文化。 

 

 

演出现场，观众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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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后，皮影剧社学生和传承人、领导等合影留念 

 

四、加强平台建设，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保障。 

一是建成了皮影表演工作坊、皮影雕刻工作坊、皮影文化工作坊

和皮影老照片长廊，以国家级传承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汪天稳名

字命名的“陕西师范大学汪天稳皮影艺术馆”正在筹建之中，总面积

560 平方米。 

二是争取陕西省教育厅在我校设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 

三是与西安市长安区政府合作，在学校设立了“长安区非遗人才

培养基地”，并于 2020 年 12 月 20 日上午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西

安市文旅局领导、长安区政府领导以及区内传承人代表、大学生代表

等 80 余人，根据此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我校将在做好长安区非遗

传承人才培训工作的基础上，聘请一批优秀传承人担任大学生非遗传

承导师，手把手向学生传承非遗技艺；在长安区设立一批大学生校外

非遗实践场所，让大学生零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同时，依

托这个基地，做好非师范专业学生毕业实习和大学生日常社会实践工

作，帮助长安区非遗传承人整理非遗项目资料、挖掘项目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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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相关非遗项目等，以扩大长安区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的影

响力，在实践中提升我校大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 

 

 

  

雕刻工作坊（左） 表演工作坊（右） 

五、加强科学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组织科研团队对陕西东、西、南、北四路皮影进行了田野调查。

同时，由学校社会科学处、教务处和皮影基地三个单位密切合作，向

全校发布课题指南，经过评审，确立了《陕西东路皮影抢救性记录》

《陕西省宝鸡地区岐山陇县皮影戏现状调查》《华县皮影戏代表艺人

抢救性记录》《陕南洋县皮影戏音乐研究》《清代刑科题本所见陕西

秦腔与皮影史料整理与研究》《陕西皮影戏剧（班）团传承人口述史

整理及文化传播研究》《数字皮影交互体验平台研发》《皮影　西安：

皮影戏与电子多媒体交响乐创作与演出》《《神仙豆腐》《画家甘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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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动画制作》等 19 项课题为校级科研课题，旨在加强以皮影为重点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价

值与内涵，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理念与路径提供有

益探索。1 项课题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皮影基地 2020 年度立项课题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类型 所属单位 经费（万元）

1 陕西东路皮影抢救性记录 康  瑛 科研类 音乐学院 2 

2 
陕西省宝鸡地区岐山陇县皮

影戏现状调查 
李文琴 科研类

哲学与政府管理

学院 
2 

3 
华县皮影戏代表艺人抢救性

记录 
王胜利 科研类

哲学与政府管理

学院 
2 

4 陕南洋县皮影戏音乐研究 杨昊云 科研类 音乐学院 2 

5 
清代刑科题本所见陕西秦腔

与皮影史料整理与研究 
史红帅 科研类

西北历史环境与

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院 

2 

6 
陕西皮影戏剧（班）团传承人

口述史整理及文化传播研究 
陈丹玉 科研类

陕西文化资源开

发协同创新中心 
2 

7 
《皮影与大秦之腔》课程建设

研究与教学实践 
高益荣 教学类 文学院 3 

8 
《皮影历史文化概论》课程建

设研究与教学实践 
孔  军 教学类 文学院 3 

9 
《皮影与中国传统图案元素》

课程建设研究与教学实践 
窦向东 教学类 美术学院 3 

10 
《皮影表演艺术鉴赏》课程建

设研究与教学实践 
韩晓勇 教学类 音乐学院 3 

11 
《皮影与戏曲艺术导引》课程

建设研究与教学实践 
穆海亮 教学类 新闻与传播学院 3 

12 
皮影　西安：皮影戏与电子多

媒体交响乐创作与演出 
王  林 实践类 音乐学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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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类型 所属单位 经费（万元）

13 
秦月：皮影戏与民族管弦乐创

作与演出 
张智军 实践类 音乐学院 2 

14 数字皮影交互体验平台研发 张玉梅 实践类 计算机科学学院 2 

15 
皮影+动漫：岚皋民间传说剧

本创作（一） 
牛鸿英 实践类 新闻与传播学院 2 

16 
皮影+动漫：岚皋民间传说剧

本创作（二） 
徐  翠 实践类 新闻与传播学院 2 

17 
《神仙豆腐》《画家甘棠》皮

影动画制作 
周  颖 实践类 美术学院 2 

18 

《龙安茶的故事》《笔架山的

云雾草》《贤惠的妻子》皮影

动画制作 

张  治 实践类 美术学院 3 

19 
《大仙张宏一》《蜡烛山》《梦

先生传奇》皮影动画制作 
党  蕊 实践类 美术学院 3 

 

 
 

六、加强辐射带动，扩大本项目实施的受益面。 

陕西师范大学皮影剧社 2020 年度先后走进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附属中学、绿地产灞小学，西安市高新第六初级中学、莲湖区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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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花园社区,惠及人数 900 余人，开展民间艺术科普知识宣讲和皮影戏

演出活动，所到之处，受到中小学生和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每场演

出结束后，观众一一走到幕后，亲身体验皮影戏表演，兴趣盎然。每

个周末，在校内均有皮影艺术传承和体验活动。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2 日，举办了皮影雕刻、皮影表演、皮影动漫三个高级研修班，

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山东、山西、河北、云南、浙江、湖

南等 10 个省市的 45 名民间艺术家齐聚陕西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一

个月的边学习、边交流、边传承的研修生活。 

七、严格经费支出，为项目有效实施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 

2020 年度共支出项目经费 121.61 万元，其中课程建设立项 15 万

元，科研立项 33 万元，工作坊和皮影艺术馆建设合同经费 28 万元，

培训费 31.12 万元，乐器和道具采购等 5.36 万元，劳酬差旅等 9.13 万

元。项目经费支出由项目主持人孙清潮签字、学校教育基金会刘建斌

秘书长负责监督审核，最终由学校财务处严格按照学校财务制度报销，

经费使用合理，支出符合学校财务规范。 

八、 积极宣传报道,扩大项目的的影响。 

2020 年度每次活动,均通过皮影基地专门微信公众号“醉美乡愁”

积极推送,并通过新闻,在陕西师范大学网站、文学院网站、协同网等进

行宣传，部分稿件被校外媒体转载。相关宣传均特别鸣谢：本次活动

得到了香港田家炳基金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先导计划”项目的

大力支持。 

 

附：部分活动宣传截图及其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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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皮影戏走进陕西师大附中（2020.12.29） 

 

 

学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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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精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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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皮影戏走进西安高新第六初级中学（20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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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皮影戏走进陕西师大绿地浐灞小学（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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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皮影戏走进陕西师大附属小学（20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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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陕西师大皮影戏走进西安是莲湖区枣园街道唐都花园社区

（20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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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学生皮影艺术剧社汇报演出（2020.11.11 晚） 

 

 

演出现场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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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的签手 

 

 
很多观众迫不及待地溜到后台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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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学习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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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坊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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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微信上推送的学生学习皮影后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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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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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2021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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