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建
设情况佐证材料

基地名称：民族艺术(壮族蚂拐歌）

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

项目主要负责人：黄玉淑

单位：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目 录

一、 项目完成情况及总体质量 ...................................................................................................... 1
（一）“7个有”完成情况 ..................................................................................................... 1
1.民族文化展示中心（馆、室）建设完成率 100%（2个展示馆） ............................ 1

1.1 建立民族艺术(壮族蚂拐歌）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 ...............................................1
1.2 建立铜鼓文化传承馆 ..................................................2

2.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训室或工作坊建设完成率 100% ................................................... 3

2.1 入选示范性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 ..............................3

2.2 建立索文德大师工作室 ................................................4

2.3 建立廖熙福大师工作室 ................................................4

2.4 建立谢庆良大师工作室 ................................................5

2.5 建立百越民歌大师大师工作师 ..........................................5

2.6 建立黄丽琼大师工作师 ................................................6

2.7 大学生民族文化教育基地在我校挂牌 ....................................6

2.8 建立广西多声部山歌传习基地、广西山歌教学研究中心 ....................7

2.9“民族文化研究基地”在罗城石围古村挂牌 .............................. 8
3.聘请民族文化技艺大师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完成率 100% ............................... 8

3.1 聘请民族文化技艺大师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汇总表 ....................8

3.2 民族文化技艺大师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聘书（部分） ..................9
4.宣传与培训手册制作完成情况完成率 100% .............................................................13

4.1 宣传手册 ...........................................................14

4.2 培训手册 ...........................................................14
5.民族文化或手工艺相关的社会培训开展情况完成率 100% .....................................16

5.1 老年人大学来我校参加山歌培训 .......................................16

5.2 水库移民山歌培训 ...................................................17

5.3 到河池市职教中心学校开展山歌培训 ...................................23

5.4 到河池市金城江区五小二年级 1班开展山歌培训 .........................25

5.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留学生来我院交流学习期间山歌培训 ...................27
6.开设相关的民族文化课程或手工艺传承活动情况完成率 100% .............................30

6.1 公共基础课民族文化传习课程建设 .....................................30

6.2 小学教育专业蚂拐歌（山歌传习）相关专业课 ...........................32

6.3 小学教育专业课 .....................................................33

6.4 学前教育专业课 .....................................................35

6.5 社团特色山歌培训课 .................................................36

6.6 民族文化研究协会“山歌”开课训练情况 ...............................37

6.7 相关民族歌舞传承项目挂靠单位安排表 .................................38

6.8 民族文化进校园项目--“十大技艺”挂靠单位汇总表 .....................38

6.9 相关民族文化课程调研、教学及展演情况 ...............................39
7.民族文化传承的宣传视频完成率 100%(2 个） ........................................................43

7.1 宣传视频《艺匠传古音——壮族蚂拐歌》 ...............................43

7.2 微电影《蚂拐恋》 ...................................................44

（二）专业建设及师资培养情况 .......................................................................................... 47



1.加强传习平台建设 .................................................. 47

1.1 加强专业建设，构建传习平台 .........................................47

1.2 加强学生社团建设，构建二课传习平台 .................................59
2.重视师资培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64

2.1 师资情况 ...........................................................65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 76
（一）资金落实情况 ...................................................... 76

（二）资金支出情况 ...................................................... 78

三、成果案例 .......................................................................................................................... 87
案例 1 构建校行合作的山歌人才培养认证模式 .............................. 87

案例 2 校园歌圩 ........................................................89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 91
（一）存在问题： ........................................................ 91

（二）改进措施： ........................................................ 92



1

一、项目完成情况及总体质量

（一）“7 个有”完成情况

1.民族文化展示中心（馆、室）建设完成率 100%（2 个展示

馆）

1.1 建立民族艺术(壮族蚂拐歌）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

地址：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12 栋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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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立铜鼓文化传承馆

地址：第一教学楼 1 楼冶金博物馆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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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训室或工作坊建设完成率 100%

（9 个民族文化传承工作室及基地）

2.1 入选示范性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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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立索文德大师工作室

2.3 建立廖熙福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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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立谢庆良大师工作室

2.5 建立百越民歌大师大师工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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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立黄丽琼大师工作师

2.7 大学生民族文化教育基地在我校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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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建立广西多声部山歌传习基地、广西山歌教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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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民族文化研究基地”在罗城石围古村挂牌

3.聘请民族文化技艺大师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完成率

100%

3.1聘请民族文化技艺大师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汇总表

（15 人）

序号 项目 传承人 备注

1 壮族蚂虫另节 廖熙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壮族蚂虫另舞 索文德 自治区级壮族蚂虫另舞传承人

3 广西山歌 黄月霜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广西山歌学会副会长、宜州

区山歌学会副会长、广西歌王、诗人

4 广西山歌 黄丽琼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山歌学会

副会长黄丽琼为我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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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三姐歌谣” 谢庆良 广西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刘三姐歌

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6 广西山歌 黄月香 广西山歌学会副会长、广西歌王为我校客

座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7 广西山歌 覃祥周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山歌学会会员

8 河池山歌 吴秀满 河池山歌文化传承人为我校客座教授

9 金城江壮族山歌 郭桂英 金城江壮族山歌传承人为我校客座教授

10 广西山歌 覃作光 广西山歌王覃作光为我校客座教授

11
蚂拐歌舞

陆世许 河池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12 广西山歌 吴丞烨 吴丞烨为我校客座教授

13 广西山歌 吴路滑 吴路滑为我校客座教授

14 广西山歌 刘菊鲜 刘菊鲜为我校客座教授

15 铜鼓铸造技艺 罗明金 民间铜鼓厂东兰县音乐铜鼓铸造技艺第

四代传承人罗明金在演奏音乐铜鼓

3.2 民族文化技艺大师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聘书（部分）

3.2.1 聘请壮族蚂拐舞传承人索文德为我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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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聘请广西山歌学会副会长、广西歌王黄月香为我校客

座教授

3.2.3 聘请广西山歌歌王黄月霜为我校客座教授

3.2.4 聘请广西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刘三姐歌谣”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谢庆良为我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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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聘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山歌学会会员覃祥周

为我校客座教授

3.2.6 聘请河池山歌文化传承人吴秀满为我校客座教授

.

3.2.7 聘请金城江壮族山歌传承人郭桂英为我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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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聘请广西山歌王覃作光为我校客座教授

3.2.9 聘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山歌学会副会长

黄丽琼为我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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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聘请吴丞烨为我校客座教授

3.2.11 聘请吴路滑为我校客座教授

3.2.12.聘请刘菊鲜为我校客座教授

4.宣传与培训手册制作完成情况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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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宣传手册

4.2 培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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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族文化或手工艺相关的社会培训开展情况完成率 100%

5.1 老年人大学来我校参加山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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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库移民山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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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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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移民山歌培训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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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到河池市职教中心学校开展山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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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到河池市金城江区五小二年级 1 班开展山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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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留学生来我院交流学习期间山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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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设相关的民族文化课程或手工艺传承活动情况完成率

100%

6.1 公共基础课民族文化传习课程建设

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劳动教育、公共艺术教育、红色文

化和传统文化概论项目化教学，融入蚂拐歌（山歌）传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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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进大学语文公开课

山歌进《民族传统特色美食制作（劳动教育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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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小学教育专业蚂拐歌（山歌传习）相关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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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小学教育专业课：小学音乐基础、儿童文学、写作

小学教育专业特色课程：少数民族音乐专业课纳入蚂拐歌

（山歌）传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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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在学前教育专业课：幼儿文学、乐理与视唱练耳、幼儿

歌曲表演唱三门专业课纳入蚂拐歌（山歌）传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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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社团特色山歌培训课

开设“广西山歌创编技巧”课，共 32 课时，设有单独模块

传习蚂拐歌，讲解蚂拐节文化，10 个课时。

社团指导老师黄玉淑老师为民族文化研究协会“刘三姐”传人

培训班讲授“广西山歌创编技巧”课

社团指导老师黄玉淑老师为民族文化研究协会“刘三姐”传人培训班

传唱天峨蚂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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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民族文化研究协会“山歌”开课训练情况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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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相关民族歌舞传承项目挂靠单位安排表

6.8 民族文化进校园项目--“十大技艺”挂靠单位汇总表

序号 项目 挂靠单位

1 铜鼓铸造技艺 冶金智能学院

2 毛南族花竹帽编织工艺 商学院

3 瑶族服饰制作技艺 建筑工程学院

4 仫佬族刺绣技艺 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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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仫佬族剪纸技艺 印象·手工协会

6 仫佬族草编技艺 建筑工程学院

7 打陀螺技艺 体育与艺术学院

8 壮族山歌（蚂拐歌） 民族文化研究协会

9 棕编技艺 机电工程学院

6.9 相关民族文化课程调研、教学及展演情况

6.9.1 相关民族文化课程调研

召开民族歌舞文化传承质量提升工作专题会议

我校教师赴大化县六也乡中心小学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交流

新闻稿：https://jzgcx.gxxd.net.cn/xbxw/content_1100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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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师生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傩面文化工作室学习

“水族抢青”传承人惠顺强师傅到我校指导工作

“水族抢青”传承人惠顺强师傅到焊钢厂定制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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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师生到南丹县吾隘镇开展民族歌舞项目学习调研

我校学生到大化跟随传承人周德英老师学习“六也壮鼓”

我校教师前往东兰县三弄乡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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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相关民族文化课程教学及展演

“六也壮鼓”受邀到校企合作单位誉升锗业有限公司周年庆演出合影

新闻视频：https://hezhibo.migucloud.com/play/d_U1xQvV0Ig

河池市非遗中心主任陆世许到我校指导蚂拐舞

“金铜鼓”校园文化艺术节，学生向嘉宾展演“指尖绣山歌”刺绣山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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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民族文化传承的宣传视频完成率 100%(2 个）

7.1 宣传视频《艺匠传古音——壮族蚂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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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微电影《蚂拐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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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建设及师资培养情况

1.加强传习平台建设

1.1 加强专业建设，构建传习平台

学校开设有学前教育、小学教育、音乐三个与基地建设

相关的专业，目前学前教育在校生 2595 人，小学教育在校生

913 人，音乐专业在校生 147 人。基地建设依托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音乐专业开展传承教学，通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把能够传唱地方民歌，了解蚂拐节文化，

会唱蚂拐歌谣，传习民族文化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之一。将蚂

拐歌谣融入声乐、乐理视唱、幼儿歌曲与演唱、儿童文学、

幼儿专业课以及特色课程桂西北民间歌舞之中，凸显专业和

课程传承民歌的特色。

1.1.1 与基地建设相关的专业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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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相关专业培养方案

1.1.2.1 学前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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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小学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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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相关课程标准

《声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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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文学》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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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强学生社团建设，构建二课传习平台

重视学生社团建设，学校民族文化研究协会自 2008 年成

立以来，致力与传习民族文化。基地依托社团开设蚂拐歌传

承特色传习课“广西山歌创编技巧”，利用每周 7、8 节社团

活动时间开展常态化教学，培养山歌精英人才“刘三姐”

传人；利用社团活动举办校园歌圩，构建山歌传习生态环境。

民族文化进第二课堂“到梦空间”开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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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进第二课堂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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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蚂拐歌（山歌）传承特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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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建设广西山歌教学研究中心，构建教学研究平台。

学校与广西山歌学会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及山歌教学研究，成

立研究中心，依托基地开展教学改革研究，以教促研，以研促教，

构建教研一体的研习平台。

2.重视师资培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内外联动，构建“大师领衔，名师导教，专兼结合”的师资

队伍。组建“传承人+歌王+民俗专家+专业教师+演艺工作者”专

兼结合的专业技能好、实践能力强、实战经验丰富的复合型教学

团队。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请进来”，“大

师领衔”由廖熙福、黄丽琼、谢庆良、黄月香等十位传承人歌王

面向师生开展传承培训；依托学校“广西山歌教学研究中心”，

邀请陆晓芹、何红一、陈金文等教授指导山歌教学研究，以研促

教；“走出去”，组织教师参加行业举办的规范化的传习基地辅

导员培训， 2021 年 7 月派黄玉淑老师参加广西民族技艺传承与

创新人才培训班培训；2022 年 1 月安排黄玉淑老师参加第六届

中国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师培训班专题研修学习；2023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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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派 4 教师位参加广西山歌传习基地辅导员规范化培训，提高教

师队伍的传习教学能力。

2.1 师资情况

2.1.1 邀请蚂拐节传承人廖熙福、索文德等进校为教师开展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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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邀请专家进校为教师开展专业学术讲座及培训

广西民族大学廖明君教授为师生做培训

中南民族大学何红一教授为师生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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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广西山歌学会会长、广西《三月三》原总编覃详周为师生及社

会山歌爱好者做培训

歌王谢庆良为师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山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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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走出去培训，学校安排教师外出培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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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刘三姐传人培训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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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广西山歌传习基地辅导员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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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师生参加歌曲比赛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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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一）资金落实情况

基地建设总共投入 2,828,454.31 元，其中教育厅下拨基

地建设经费 200 万元，学校自筹经 828,454.31 元。按照建设

方案和计划全部经费依法合理使用，无有违规使用情况。建

设经费预算如下：

民族艺术（壮族蚂拐歌）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

建设计划及经费预算

填写单位：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 1 月

专项经费预算

方案

金额（万

元） 费用明细 备注

设备购置费

41

大师工作室及文化展厅设备购置费：

民族文化展厅及大师工作室使用电脑设

备 5台、音视频编辑系统一套、视频播

放系统一套、音响系统一套、灯光一套、

多功能打印机一台、电视机一台，监控

系统三套、单反照相机 1台、单反镜头

三组、相机脚架等基础配套设备 1套、

文件柜 1组、投影仪一套、航拍器一套、

摄像机两台及配套设备 1套、干燥箱一

个、保险箱一个、防盗监控系统三套、

门禁系统一套、全身模特 12 个，大号洗

衣桶 1个，不锈钢衣架 20 扎，办公桌椅

4套

材料费 66

购买展品一批，道具一批，原生态手工

服饰 10 套，手工绣花鞋 6双，手工刺绣

服饰配 10 件，机制绣花鞋 32 双，机制

男布鞋 45 双，机制民族服饰 187 套，绣

球大中小号一批，绿色绒布 100 米，展

柜一批，铜鼓大中小 4个，木质牛头鼓

架 3个、芦笙 4个、大中小唢呐 4个、

三句半响器 1套、锣、镲、小鼓、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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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文化传承微电影拍摄制作费、展板

设计制作、打印费等。

差旅费、交通补

助费、培训费 3.5

区内外调研、社会培训、参加技能大赛、

师资培训费等。

社会服务费 2 为社区服务费、社区培训费

田野调查费 2 到各县区下乡采风交通食宿费、材料费、

拍摄费

出版/文献/信息

传播/知识产权

事务费/图书资

料费

7

民族技艺课程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

写、课程资源库建设、基地论文发表、

宣传视频拍摄制作等。

校园歌圩、社团

平台建设 3

民族文化研究协会基础设施改造、材料

购置费、社团活动项目开发费、社团培

训费、校园歌圩活动费（设备租赁费、

材料费、歌王、传承人参加活动交通补

助费、误工费）

专家咨询费

3

校外专家指导项目建设、论证会、评审

会等费用；校外人员方案设计费、控制

价编制等费用；

讲课费 3 校外专家授课、讲座费、记者媒体宣传

等费用

基础设施改造费 69 一、二、三号大师工作室基础设施装修

改造、民族文化展厅、壮族蚂拐文化展

示中心等基础设施改造、装修、展区布

置。

会议费 0.5 会议费、餐费等。

合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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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支出情况

学 校 通 过 第 三 方 审 计 机 构 审 定 支 出 有 效 金 额 为

2,745,489.33 元，具体支出情况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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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案例

案例一

构建校行合作的山歌人才培养认证模式

学校重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校政行企多元主体协同育

人机制。结合广西山歌“刘三姐”国际文化品牌建设，在广西文

联领导下，由广西山歌学会主持发起了山歌人才培养计划——

“刘三姐”小传人认证，面向全区培养山歌人才，该计划由学校

与广西山歌学会合作开展山歌人才培养与认证，广西山歌学会制

定了五级人才认证标准，根据学生能够演唱相应数量的山歌曲调

和山歌内容来认证相应级别的“刘三姐”小传人。面对学生进行

三星级认证，认证标准为学生会唱 5个蚂拐歌曲调，会唱其他地

方山歌曲调 5 个，共十个山歌曲调；指导教师进行认证四星级、

五星级认证，要求教师会唱 5 个蚂拐歌曲调，15 个地方山歌曲

调。将蚂拐歌传习人才培养纳入“刘三姐传人”培养计划中，作

为“刘三姐”传人认证的指标之一，行业协会统一组织歌王、传

承人进行“刘三姐”传人资格认证，学校按标准培养人才、开展

传习教学培训，山歌学会负责专业认证，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校行

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刘三姐”传人培养是我校培养山歌精英人

才的模式，在普及教育基础上选拔山歌爱好者和优秀的歌者进行

提升教育，成为能歌擅唱、能够掌握山歌编写技巧，能简单编写

山歌的民歌人才。依托二课开设山歌传承班，开设特色的“广西

山歌传习课”，由社团组织二课培训活动，每周五下午第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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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社团活动时间开展常态化教学，并通过到梦空间进行考勤和课

堂教学记录，制定相应的课时和教学内容，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教学标准，学生学满相应课时和内容，通过集体展演的形式，

由广西山歌学认证为相应等级的刘三姐传人。这些小传人通过系

统培训和学习，具备“唱、写、创、赛、证”“五能合一”的多

元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通过 3 年的教学实践，学生

的山歌水平、综合文化素养及审美素养等综合能力得到明显提

高。2023 年学生自编的山歌剧参加广西山歌第九届壮欢比赛获

得二等奖。目前已经培养“刘三姐”三星级传人 250 位，教师“刘

三姐”四星级传人 3 位，五星级一位。

“刘三姐”三星级传人颁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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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组织“刘三姐”小传人培训课

案例二

校园歌圩

校园歌圩是传统歌圩现代发展的新形式。“校园歌圩”

是基于山歌进校园，构建山歌传承活动的生态环境。学校结

合结合基地建设，以蚂拐歌项目引领山歌文化传习活动，围

绕“一校一品”建设，构建“两个课堂”的校园歌圩活动机

制，把校园歌圩活动纳入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中，形成特色

的校园文化品牌。

以两个课堂为抓手，促进歌圩活动常态化。一是课内教

学实践 传承歌圩文化。课程思政背景下，把歌圩文化融入

课程实践教学活动环节，通过课堂教学传承歌圩文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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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化属性较强，比如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学前教

育专业音乐类等课程，结合相关的知识点，设计相应的歌圩

活动实践，介绍传统歌圩文化，并组织学生开展课堂对歌活

动。比如《大学语文》写作课，通过介绍蚂拐节文化，赏析

传唱蚂拐歌谣，学习山歌创编技巧，利用蚂拐歌对歌的特点，

组织学生课堂开展对歌、编歌活动，这种基于教学活动而举

行的对歌活动是校园歌圩的课堂表现形式。二是以第二课堂

活动，搭建歌圩主阵地。第二课堂是校园歌圩的主要活动阵

地，形成以社团为平台，以“金铜鼓”文化艺术节和“壮族

三月三 河池嘉年华”为载体的“一平台两载体”的特色校园

文化品牌。民族文化研究协会 2008 年成立以来邀请河池歌王

进校传承山歌，利用周末举办周末歌舞晚会，与歌王对歌，

周末歌会、舞会成为校园歌圩活动的主要阵地。河池市每年

一度举办的“壮族三月三 河池嘉年华”活动，结合基地山歌

传习活动，举办盛大的校园歌圩活动，邀请歌王 20 余位，以

师带徒形式，带领学生同台对唱，为蚂拐歌等地方山歌文化

的传习营造生动的传习环境。学校的壮族歌圩活动，已经获

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多次被媒体报道。比如 2017 年三月三期

间由学工处主办的，民族文化研究协会承办的校园歌圩邀请

16 位广西歌王以师带徒形式开展对歌活动，得到媒体广泛宣

传。2017 年年以来，已举办大型校园歌圩活动 8 场，周末歌

圩活动 38 场，为蚂拐节山歌传承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形成

我校特色的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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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四届校园歌圩

河池三月三 壮族嘉年华歌圩演出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1.学生传习民歌的热情度不够高，专业学生自觉参加民

歌精英人才计划“刘三姐”传人培训班人数比例不高，不到

专业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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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的教学民歌传习水平不够高。目前专业教师存在

音乐教师会唱山歌不会编歌，语文教师会编山歌不会唱山歌

的情况，限制了蚂拐歌的二度创编成果。

（二）改进措施：

1.教师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民歌传习教育，提高学生自觉

传习地方民歌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2.改革课程考核内容和形式，把民歌传习效果及“刘三

姐”传人资格纳入课程考核指标，提高学生进一步深入深度

学习民歌的积极性。

3.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民族文化素养和山歌素养。

邀请传承人、歌王进校开展师资培训；多派教师外出参加民

族文化师资培训项目，提高教师的民族文化素养及科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