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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遵循学生需求、体验、实践、融合的乡土文化实施
原则，通过课题研究、开发校本课程、创新教学、融入课堂、实
践体验让乡土文化回归语文课程， 可以提高学生对家乡历史
发展的认识，促进学生对家乡现状的研究，使学生的思想感情
与家乡和祖国联系得更加紧密。

关键词：乡土文化；回归；农村小学；语文课程；途径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9）08-0093-01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9.08.074

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乡土文化教育因其
在地方文化， 尤其是地方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的
特殊作用，又逐渐回归到有识之士的视线中，专家学者纷纷发
表真知灼见。据报道，贵州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治菊认为，
乡土教育是人文教育的基础， 学生在了解和认识家乡的基础
上，激发乡土情感、产生乡土关怀和乡土认同，并能为改善乡土
环境，促进国家认同贡献力量。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左鹏军教授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很具体的文化，它贴
近人民的生活，人们对它的感受真实而深刻。对普通教育，尤其
是义务教育来说，乡土文化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补充。 广西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岑学贵则欣喜地介绍，在广西乡土教育作
为概念提出付诸实践已有多年，并得到政策支撑和学理支持。

面对具有培育身心健康、 人格健全和维护人文生态环境
的乡土文化，在让乡土文化回归课程呼声日高的当下，让乡土
文化回归农村小学语文课堂的途径有哪些呢？ 又该遵循哪些
原则呢？

一、实施乡土文化的途径

（一）开展乡土文化课题研究

农村小学要自觉提高意识，积极开展乡土文化课题研究，
拓展校园文化，丰富校本课程内容，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乡土
文化，守住中华民族的根。 校园文化、校本课程融入原汁原味
的乡土文化， 让一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莘莘学子了解故乡的
前世今生，了解故乡的文化脉络，使乡土文化后继有人，乡土
文化精神代代相传，激发起本乡的学子从小热爱故乡、报效祖
国的热情，提升学生对于家乡的归属感。

（二）开发乡土文化校本课程

要让学生传承、保护、发展乡土文化，首先得有个载体，这
个载体就是乡土文化校本课程。 农村小学要开发乡土文化课
程，一是制订乡土文化课程开发总目标，通过学生对乡土文化
的学习体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二是对乡土文化资源进行梳
理，选取乡土文化资源纳入校本课程开发，避免过分抽象化的
乡土文化知识。三是真正用好乡土文化校本课程，发挥乡土文
化课程应有的作用。

（三）创新乡土文化教学

学校应根据乡土文化的内容，创新课程教学形式，聘请当
地的能工巧匠及学有所长者进入学校课堂， 讲解乡土文化知
识；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进入到实际生活中，通过品尝美食、参
观博物馆、参加活动等形式，使乡土文化的生动形象展示在学
生面前，加深他们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四）乡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

现行小学语文教材有不少入选篇目来自乡土文化中的民
间传说、人文历史、自然景观，如《牛郎织女》《嫦娥奔月》《日月
潭的传说》《西湖》等等。 我教学这类课文时，先明确告诉学生
这些优美的篇章均汲取乡土文化的精华而成文， 然后对学生
说我们贺州也有着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 进一步激发学生对
乡土文化的热爱之情。

（五）践行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从娃娃抓起。如教学《每逢佳节
倍思亲》后，我教学生唱由贺州人增龙城先生作词作曲、流行
海峡两岸的客家山歌《月光光》：“八月啊十五啊月光光，我同
阿妈拜呀拜月光。 阿妈问我一声，故乡在哪里呀……”引导学
生比较苏轼笔下的中秋月圆人不圆的遗憾与增龙城先生借中
秋歌声思念远方亲人的渴望， 让学生亲身体验乡土文化就蕴
藏在家乡脍炙人口的歌谣之中。

二、实施乡土文化的原则

（一）立足于需求原则

学生是学习中的主体，在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下，乡
土文化的开发与实施要立足于学生的需要、兴趣及已有经验，
开设适合学生的乡土文化校本课程，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重视体验原则

在乡土文化的开发实施过程中， 坚持以学生的良好体验
作为衡量标准， 让学生对故乡浓厚的本土文化有更深刻的感
知，获取情感体验，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励学生提出异议，
在尊重中求同存异。

（三）教学实践性原则

传统的课堂教学无法将乡土文化真实、 鲜活地展示给学
生，乡土文化课程的实施过程要以活动形态为主，课程教学为
辅。 围绕一些实际活动开展，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实际活动中，
通过自己的感知获取新的经验。

（四）文化相融合原则

开发乡土文化， 学校和教师要挖掘整理本土优秀的文化资
源，选取乡土文化中的精华编入校本课程教材中，将乡土文化与
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等容易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联系的课程相融
合，以利于学生多元文化价值观及多元文化知识体系的形成。

三、结语

加里宁说：“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识自己的故乡开始
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让乡土文化
回归语文课程，能加深学生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让学生的
思想感情与家乡和祖国联系得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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