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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文(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篇一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在萧山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靠近地铁一号线的旁边，有一片
美丽的湘湖，他有着连绵不断的山脉和广阔的水面，是居家
旅行、搭建帐篷的好去处。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领略湖光
山色;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人文熏陶;在这里，你可以
看到驰名中外的跨湖桥遗址;在这里，你还能去杭州海洋博物
馆，一睹鲸鱼的风采。

非常荣幸为大家做这一篇导游词，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由我
来随团带领大家参观湘湖。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旅程，能够让
大家尽兴而归，乘兴而来，不会留下失望，而留下你们满意
的笑容，捕捉下你们乐意的色彩。

如果大家对于导游词中有异议的地方，可以随时来向我询问，
我会一一针对导游词之中的问题做详细的解答，绝对不会让
大家存疑。在旅行的途中，我们会先从湘湖的历史背景说起，
然后通过我们的行程慢慢的讲到它的变迁和历史渊源，最后
我们会在跨湖桥遗址那儿做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尽情的拍
照，驻足留念。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称心而归，不留遗憾，现在就开始我们
的旅途吧!祝大家工作顺利，行程愉快!

湘湖简介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系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度假区位于
杭州市萧山区城西，距杭州市中心约20公里，隔钱塘江与西
湖风景名胜区相对，与西湖、钱塘江构成杭州旅游风景的金
三角;度假区总规划面积51.7平方公里，以历史文化湘湖、自
然生态湘湖、休闲度假湘湖为基础，以杭州国际风景旅游城
市为依托，将建设成为长三角较具竞争力和活力的大型休闲
旅游度假区。

到，度假区将以5a级景区为标准，形成总开发面积10.6平方
公里，完成30万平方米公建设施，17.8公里景区交通道
路，56万平方米公寓房产，形成一湖二带三园四中心五大酒
店十大景区五十个景点，即3.2平方公里一个湖面，105万平
方米两个沿湖岸景观带，跨湖桥遗址、越王城遗址、少儿公
园极地海洋世界三个主题公园、湘湖新天地休闲中心、罗家
坞野外体验中心(露天乡村俱乐部、国际自行车俱乐部、户外
活动基地)，陈家埠休闲度假中心(国宾馆、越文化休闲风情
园、水上俱乐部)、眉山岛科普休闲中心(五星级产权酒店、
科技馆、景观公寓房)四个休闲中心;水漾坞超五星级度假酒
店、大樟树宾馆、湘庄、湘湖国宾馆、眉山宾馆五大酒店;老
虎洞、石岩山等十大景区和五十个景点，完成政府性投资28
亿元，达到年接待境内外游客300万人次，解决就业5000人，
旅游三产收入达到5亿元，使度假区成为集观光、休闲、度假、
生态、文化、科普、健身购物、演艺、会展国际化旅游综合
体。



八千年古舟，三万顷碧波。湘湖旅游度假区正以她迷人的风
采、大气的胸怀、美好的前景等待着追怀历史、热爱自然、
崇尚休闲人士的到来。

湘湖八景介绍

城山怀古

此景与清·乾隆湘湖八景中的“越城晚钟”都是记述越王城
山，但“城山怀古”的景名更贴切。因为它突出了传承越王
勾践“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精神的永恒主题，更有时代特
色。而且城山寺已于清·咸丰辛酉年(1861)毁废，所谓
的“晚钟”之声已不复存在。

览亭眺远

览亭，即位于石岩山巅的一览亭，是全景式观赏湘湖和钱塘
江的最佳位置。登亭西望，千顷湘湖尽收眼底，两岸青山历
历在目。远望钱江银亮如练，渔浦烟光依稀，广袤的萧绍平
原河流纵横，村落点点，一幅江南渔米之乡的锦秀画图。

先照晨曦

一览亭旁的先照寺，系南宋古刹。每当旭日东升，万道霞光
首先照亮古寺的黄墙飞檐。“旭日之光先照此寺”，寺名由
此而来。晨曦中的先照寺，掩映在绿树丛中，金碧辉煌，并
与暗绿色的石岩山一起，倒映在湖中，景色迷人。明代魏骥
有诗咏此:“兰若岩山巅，凌虚依寥泬。阳乌忽东升，流光每
先得。”

跨湖夜月

跨湖桥堤一虹卧波，横断湘湖葫芦腰，白天景色迷人，月夜
更有风韵。无论春夏秋冬，湘湖夜月都是风情万种，尤以秋



夜为最。秋夜坐在跨湖桥旁亭内，山暗林疏，湖平似镜，夜
凉如水。此时，一轮皓月冉冉升起，湖面波光闪烁。此景此
情，使人尘虑尽消。

杨岐钟声

湘湖西南的杨岐寺，有巨型铜钟，声震四野。清人王勉《湘
滨秋泛》诗云：“此中畅得游人意，湫口窑头都作记。借问
霜天何处钟，船娘遥指杨岐寺。”即咏此。古代湘湖四周寺
庙众多，不乏钟声，但杨岐钟声出类拔萃，名气最大。

横塘棹歌

横塘即横筑塘，位于湘湖西南堤塘的外侧。传说早先有黄
竹(芦竹的一种)栽于塘上，婆娑成林。因方
言“横”、“黄”谐音，故俗称“黄竹塘”。明代魏骥诗
句“黄竹依稀范蠡塘”，即指此。横竹塘长三里，塘内外皆
河道，芦苇丛生，是捕鱼捉蟹的好去处。夕阳西下时，横塘
放棹，渔舟唱晚，一派诗情画意。

湖心云影

风和日丽的日子，登临湘湖中心的压湖山。但见湖面似镜，
蓝天白云倒映于湖中，水草游鱼在云朵中穿行。而云影晨昏
不同，四时有别，其景象如诗如画，变幻无穷。明代来曾奕
有诗云:“湖山四顾渺无涯，几度低回幽兴赊。水底烟峦云影
簇，桥旁渔艇柳荫遮。”即咏此。

山脚窑烟

湘湖粘泥是制作砖瓦的好材料。湖边居民历来以制陶为业，
环湖窑场林立。暮色苍茫之际，湖边山脚窑烟缥缈，成为湘
湖特有景色。清代黄元寿《湘湖杂咏》诗曰:“日暮窑头添新
火，轻烟散作半天云。”即咏此。



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篇二

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其心
忧天下的思想精髓、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经世致用的价
值标尺、不屈不饶的拼搏精神等，影响与激励一代又一代三
湘民众。湖湘文化正是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造就
了一批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如李谷一、宋祖英、张也、谭盾
等。

大学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历程，学生们在这个阶段接受新的
知识与新的文化。因此，什么样的教育品格、教育方式、教
育态度、教育内容，必将对学生产生什么样的教育影响。把
湖湘文化融入高校音乐教育活动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
很好的开端，两者的结合，是教育的使命，更是时代发展的
需要。

一、湖湘文化融入音乐教育中的意义

（一）提升湖南高校音乐教育的精神品格

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
具有鲜明化、个性化的观念标签，它是历史的积淀，也是存
在的反映。其中所包裹的丰富思想价值与深邃精神内容是值
得我们不断探索和学习的。作为接受音乐教育的湖南高校学
生们，绝大部分来自于湖湘本土，生于此，长于此，受教于
此。对于他们而言，感受湖湘文化、体验湖湘文化、了解湖
湘文化、探寻湖湘文化、品读湖湘文化，是身为湖湘人不可
或缺的精神补给和文化馈赠。因此，湖湘文化需要以教育这
个桥梁，在客观上融入高校音乐教育活动中。在音乐教育中
研究、传播、弘扬湖湘文化，不仅能拓展音乐教育中的文化
内涵，而且还能让学生在其精神层面、价值取向、知识构建
等方面受益良多，培养更加亲切的教育情感。

（二）丰富湖南高校音乐教育的艺术内涵



湖湘文化中的艺术，就像一座珍藏了奇珍异宝的宝藏。有的
显露在外，登入艺术的殿堂，有的却隐匿民间，等待我们去
采挖。湖湘的传统剧目如花鼓戏、目莲戏、巴陵剧等，湖湘
的传统曲艺如长沙弹词、祁阳小调、常德丝弦等，湖湘的传
统舞蹈如土家族摆手舞、湘西苗族鼓舞、衡南七巧龙舞等，
湖湘的传统民歌如桑植民歌、湘西苗族民歌、土家族打溜子
等。这一切表明，湖湘文化的艺术宝库值得我们在音乐教育
教学的活动中去发掘研究、弘扬传播，让湖湘文化的艺术焕
发出光彩夺目、璀璨亮丽的光芒。

（三）推动湖南高校音乐教育的理论创新

传承与创新是湖湘文化的思想特征，也是湖南高校音乐教育
的立足点。在传承与创新的基础上，以“育人”为导向，在
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共同前行。一方面，湖湘文化为高校音乐
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湖湘文化包含的思想精神与文
化内容是高校音乐教育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湖湘文化通
过音乐教育的平台，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发挥其当代价值，
激发与推动高校音乐教育的理论创新。以此打破传统、旧套
的格局，以立足本土、本地域文化学习为出发点，建构合理、
科学的理论新格局。

二、湖湘文化融入湖南高校音乐教育中的问题

（一）湖湘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的力度不够

从目前来看，湖湘文化在湖南高校音乐教育中的融入力度远
远不够。因此，有效地运用和学习湖湘文化中的民间、民俗
音乐内容，体现湖湘文化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品格，展现湖湘
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我们在开展高校音乐教学活动中的一个
重要支点，也是我们打造文化强省，凸显本土、本民族文化
特色的立足点。通过把湖湘文化中音乐知识的学习纳入高校
音乐教育的模块中，我们才能建构更加完善、全面的教育机
制。



（二）学生对湖湘文化融入的接受能力不够

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的思想内容、知识容量
让一代又一代湖南人受益。在关于湖湘文化知识了解和学习
的调查活动中，55%的音乐教育方向学生对湖湘文化一知半解，
36%的学生有一定的基本认识，不足8%的学生读过相关书籍，
有一定的理论见解。这些数据反映出学生对于湖湘文化的了
解意识非常缺乏。可见，绝大部分学生对于湖湘文化还是相
对陌生的，湖湘文化在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缺乏，甚至缺
失，是导致学生们不了解、不理解湖湘文化的最重要原因。

（三）湖湘文化与音乐教育存在错位结合点

高校是不同文化知识的交汇殿堂。湖湘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
化形态，它不仅可以促进大学生自我人格的完善，也可以促
进音乐教育专业学科的全面建设。长期以来，湖南高校音乐
教育以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主流，所有的知识体系与结构布
局都是以此为依据。因此，本土音乐文化的缺失、对地域音
乐文化的冷漠，形成了湖湘文化与音乐教育的错位结合点。

湖湘文化融入湖南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湖湘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课程运用

长期以来，湖南高校音乐教学从课程的设置到教学大纲的制
定，其教学体系与评价方式主要是以“西学”为主，全盘的
西化教学，一直让本土、本民族的音乐教育教学处于一个薄
弱与尴尬的境地。本土音乐“夹缝生存”的不尴不尬，成为
高校音乐教学的“瓶颈”。笔者认为，应该改变“文化价值
的一元论”思想，结合省情，推动“湖湘文化”进课堂，构
建具有民族特色、地域风格的音乐教学新模式，通过系统化
的构建与梳理，充分展示湖湘文化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
文化价值，提升音乐系学生的艺术品格与理论修养，使更多
湖湘学子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健康发展。



（二）完善湖湘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活动

目前，湖南各大高校校园都成立了形式多样的艺术社团。作
为艺术活动展示的一个平台，艺术社团在校园文化生活中占
据了重要的位置。以湖湘文化为依托，成立以湖湘文化为主
题的艺术社团，开展丰富的艺术社团实践活动，是湖湘文化
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延续。以吉首大学为例，该学校音
乐学院成立的女生合唱团，以演唱湘西民歌为主，曲目包括
《桑木扁担软溜溜》《马桑树儿搭台灯》《土家族民歌联唱》
等。这些极具本土风味的民间歌曲，不仅激发了学生了解、
学习本土音乐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且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
为推广和发展本土音乐文化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三）拓展湖湘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外延空间

以师生互动的形式，进行实地采风活动，是了解湖湘文化、
学习湖湘文化的外延空间。如岳阳洞庭渔歌文化、浏阳山歌、
宁乡锣鼓文化等，都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田
野的实践考察、进行采风、录音、录像等活动，把这些活动
作为音乐教学的第二课堂，对于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具
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在高校举办湖湘文化的文化讲座

定期举办以“湖湘文化”为主题的讲座，通过精心策划、合
理安排、统筹协调，在选题上要贴合音乐教育方向学生的具
体需求，以生动、活泼、有趣的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去
感受、体会湖湘文化的特质与魅力。如吉首大学请来苗族第
一、二、三代鼓王对学生进行现场技艺传授与指导，土家族
民间艺人田隆信先生为师生们表演打击乐，让同学们亲身感
受，启发很多。另外，湖南理工学院组织的“传承与创新”
专题讲座，主题以对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本土文化办学特色为
切入点，深刻剖析了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针中民族音乐
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总之，湖湘文化是湖南境内千百年积累与流传下来的特殊文
化形态，其思想精髓必将对湖南的教育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
因此，把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嫁接、融入到湖南高校音乐教
育活动中，是高校音乐教育事业朝向更加健康、全面发展的
合理设计。

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篇三

一、整合目标

汨罗龙舟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其整合目标，应是在龙舟文化
的主题形象指导下进行资源的联合开发，做到主题突出、彰
显特色。

艺术体育旅游产品等，把分布在不同地点，处于不同时代，
属于不同文化背景，但能优势互补、互为依托，服从于龙舟
文化、龙舟精神这个主题的旅游资源进行多元整合，以减少
竞争加强合作，提升整体形象和吸引力，促进汨罗旅游业的
迅速发展。

二、整合原则

(一)突出独特性原则

“特色”是吸引游客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一个地区旅游开
发发展的生命线。

龙舟竞渡在我国江南水乡是比较普遍的，汨罗的龙舟文化旅
游资源要在群芳中脱颖而出的话，还得在“特色”二字上下
功夫。

要突出汨罗龙舟文化资源的“源”与“原”的特色，强调其
千年之“源”与“原”汁“原”味，把龙舟文化打造成国家
级甚至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而，才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

在开发中，突出汨罗地方特色，树立精品意识，多层次、多
角度、多色彩地生动形象地展示龙舟文化旅游资源独特丰富
的内涵。

(二)突出主题形象原则

随着人们旅游需求档次的提高，主题旅游逐渐取代了传统的
无主题旅游。

那种把彼此毫无联系的几个景点强行纠结在一起，让游客在
互不相干的景区之间来回奔波的旅游项目，已越来越遭到人
们的摒弃。

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文化旅游开发更要注意突出
文化主题。

主题是一个旅游区的生命，没有主题的旅游区，游客看了之
后就不会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汨罗龙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同样要突出“龙舟文
化”的这一主题形象，那么区域内旅游资源就要围绕这一主
题进行整合,以打造龙舟文化旅游形象品牌。

推进旅游资源整合进程，打造精品旅游项目和线路，同时还
要充分运用现代营销手段，在海内外市场上树立龙舟文化独
具魅力的旅游形象。

(三)强调文化内涵

文化是当今旅游业的灵魂，文化旅游开发注重的是旅游者的
精神享受，在旅游资源规划整合的过程中要做好“文化”文
章。



全面详实地搜集关于汨罗龙舟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渊源、历
史变迁、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民俗民情、遗迹遗址、节庆
活动、文物特产、名人轶事等资料是龙舟文化旅游资源整合
的首要工作。

因而，设计活动项目既要有较高的文化品位，避免迎合部分
游客心理而落入低级俗套，又要使人们易于乐于接受并参与
体验。

(四)以市场为导向

开发文化旅游关键是要引导不同文化群体从不同角度欣赏旅
游文化，绝不是鼓励“孤芳自赏”，而要善于吸引人们积极
参与到活动中来。

旅游开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求得效益，包括经济、社会和生
态三方面协调一致的综合效益。

规划时要充分调查市场需求，选择目标市场，开发出受市场
欢迎、适销对路的龙舟文化旅游产品。

文化旅游是越来越受到旅游者欢迎的一种旅游形式，以龙舟
文化为主题的汨罗文化旅游资源这一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形
式，必定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五)可持续发展原则

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

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民族或地域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是人类的
历史文化遗产，极为珍贵，一旦破坏，便不可能再恢复。

因而，要注意保存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



汨罗龙舟文化旅游渗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因子，是“楚文
化”的活化石。

汨罗旅游管理部门成立时间较晚，管理理念落后，一度忽视
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缮。

今后要改变被动的政府保护，通过主动的经营性保护，改善
经费拮据等问题，达到以发展促保护;改变以往静态的维持保
护，通过形式多样的动态的风情繁衍，以活化促传承。

旅游管理部门应大力提高管理水平，把握好开发和保护之间
的度，既不能无所作为，使一些无形文化旅游资源面临快速
枯萎的现状，也不能过度地商业开发，否则使文化变味，失
去原有的文化内涵。

要在全面保护龙舟文化区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民俗风情等
旅游资源的前提下，精心整合，开发和保护并重，实现龙舟
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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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篇四

湖湘非遗文化是以湖南、湖北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一道闪光的瑰宝。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中，除了传统的节日庆典和娱乐表演，湖湘非遗文化已
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本文将从个人实际的体
会出发阐述湖湘非遗文化给我带来的启示和反思。



第一段：湖湘非遗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湖南地区非遗文化的多样化可以追溯到古代。在长沙，我参
观了一座古老的庙宇，里面陈列了许多代表陶瓷艺术、书法
和绘画的非遗艺术品。湖南汉绣、湖北黄鹤秧歌、湖北楚剧
三大非遗代表了湖湘地区的传统文化。每种非遗文化都有其
独特的传统节日，例如：湖南花垣黑山泼水节、湖北襄阳秀
峰春游节等。

第二段：湖湘非遗文化的艺术魅力

湖湘非遗文化的艺术魅力不仅仅在于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也
体现在其精湛的技艺和美丽的外观上。对于湖南岳阳楼，我
被其雕刻的紫檀木雕塑及精致图案所吸引。湖北十堰磁州窑
则用自己的模具和陶土制成了具有复杂几何图案的宝瓶。

第三段：湖湘非遗文化的人文关怀

湖湘非遗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其对社会的人文关怀。非遗
文化在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余，也教育人们珍惜历史遗产、
保护生态环境，并激励人们探索和拓展自身的艺术文化水平。
在湖南村庄，我参观了香火不断的庙宇，发现它们是感恩土
地、敬畏神灵文化的重要载体。

第四段：湖湘非遗文化对我个人的影响

通过接触和学习湖湘非遗文化，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我发现湖南工艺品、岳阳楼、长沙非遗文化等都已成
为了我的灵感来源。湖湘非遗文化的精髓也激发了我的自豪
感，让我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

第五段：湖湘非遗文化的未来

湖湘非遗文化传承已经延续上千年，这也是湖南、湖北保持



文化独特性的原因之一。虽然湖湘非遗文化传承面临一些挑
战，例如少子化、生态环境的污染和持续性发展等问题，但
总的来说，我相信这些传统文化会一直得到传承下去，一直
绽放着自己的光辉。

总之，湖湘非遗文化是一种无法被取代的重要文化遗产。希
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湖湘非遗文化中汲取力量，为弘扬传统
文化、实现文化自信作出更大的贡献。

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篇五

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湖南与湖北的文化交融不断产生了新
的文化价值，其中湖南湘西、湘南等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备
受关注。作为一名对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学子，我深入走访了
湖湘地区的非遗项目，从中感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
性以及它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艺术与精神内涵。

第一段：了解湖湘地区的非遗项目

湖湘地区的非遗项目数量众多，其中有舞蹈、音乐、工艺、
习俗等多个领域。在实际的探究过程中，我很快就感受到，
湖南湘西地区的“花鼓戏”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具有不可忽视
的文化意义，这一表演形式既富有民间特色又有较高的审美
价值。另外，在湘南地区，还有许多形式各异的非遗项目，如
“鼓书”、“庙会”等，这些都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
艺术形态。

第二段：感受非遗艺术的审美价值

在湖湘地区走访多个非遗项目后，我深刻地认识到，传统非
遗艺术的内涵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
史文化特点和人民的审美趣味。比如，在看一次“花鼓戏”
表演中，我特别注意到它的剧情与人物的刻画，明白了“花
鼓戏”的故事讲述了当地人对生活中的烦恼、挣扎和追求的



表达。

第三段：对非遗文化的历史与活力的认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方面的
历史意义和社会文化价值。湖湘地区的非遗项目‘不仅反映
了先民们的创造力和智慧，更展现了一种地域文化的鲜明个
性。在了解了非遗项目的基本知识后，我切身感受到，非遗
文化在蕴含历史的同时，也是一种具有保存与发展活力的文
化。

第四段：非遗文化对人文精神的激发作用

近年来，中国对非遗活化的举措逐渐加强，非遗实现了保护
的同时，也在发展中凸显出了多方面的意义。在我与湖湘地
区的非遗表演者和工艺者的接触下，我深厚地感受到，非遗
文化能够在社会层面激发对于人文精神价值的持续探索与追
求。非遗项目传承者的努力，是否能够将传统艺术的门槛打
破、使文化变得鲜活有趣，这些都需要在实践层面进行更深
入的思考和探究。

第五段：展望湖湘非遗文化的未来

湖湘非遗文化，作为极具地区文化特色的完整体系，将会在
传承和创新方面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而作为文化爱好者和
共和国的一名文化传承者，我们也需要在思想、知识、行动
各方面积极参与其中，保持对湖湘非遗文化的热爱之情，继
承并发扬传统非遗文化的精神内涵，实现非遗“活化”以及
传统文化之“复兴”之路。

总的来说，湖湘地区的非遗文化资源是极为富足得过而且博
大精深的。在对湖湘非遗文化进行一段时间的探究过程中，
我深深感受到这些资源的文化价值，也对于如何传承和发扬
中国非遗文化产生了新的思考。在不断的实践与思考,希望能



为中国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