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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王丽燕

乡村学校作为地区文化中心，是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乡村

学校通过加强与当地农村的文化对

话，可以在传统文化的保存、传递与

创新以及现代文化的引入、传播和

融合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从而优化农村文化场域，提高村民

文化自觉，丰富群众精神世界，有效

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

乡村学校要成为
维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纽带

新农村文化建设就是要建立新

的文化体系，确立主流文化，传播和

弘扬科学理论、科学技术和先进理

念，抵制腐朽文化，改造落后文化，

努力提高农村的社会文明程度，积

极推动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

变，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

要创建“乡风文明”的文化村落。

一方面，在农村文化的保存、传递和

创新上，特别是对反映当地传统的地

方剧、手工艺等，村民大多采取漠视、

摈弃和逃离的态度，使得大量本土的

风俗和传统逐渐消亡，地方特色和传

统优势日益趋同；另一方面，随着现

代社会的发展，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念逐渐涌入农村。农村文化在

和城市文化的交锋中日益被非理性

解构，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传统优势和

坚定立场。失去乡土文化的根基，会

使村民从精神上处于危机的边缘。

乡村学校是农村主要的文化中

心，不能成为游离于农村之外的孤

岛，应该主动与当地建立广泛的文化

对话，切实融入乡村生活中，以现有

的条件为依托，成为维系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明的纽带，充分发挥两种文化

磨合和交融过程中的助推功能。

乡村学校是
振兴乡村文化的“局内人”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基所在。乡村学校除了传授知识之

外，要充分发挥教育的文化功能，弘

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把乡村知识和

乡村生活作为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

传播当地传统文化，培养乡村青少年

热爱家乡、尊重村民的思想感情和价

值信念。增进新一代农村人对乡村

的认知和体悟，唤醒他们对家乡的爱

恋，从而促进乡土文化的延续、乡土

情怀的生长。同时，乡村学校作为农

村主要的文化中心，是信息共享与文

化传承的服务平台，具有潜在的文化

熏陶功能。乡村学校可以走出校门，将

自身发展成为文教推介中心、信息服务

中心，加深村民对家乡的文化认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

史使命对乡村学校提出了新的实践

要求和挑战。乡村学校应该担当起

振兴乡村文化建设的重任，在农村基

础教育普遍城市化的现状下，充分发

挥乡村学校应有的实践优势，保持乡

土特色，承继传统文化，传播现代文

明，打造文化乡村。目前，有一些乡

村学校正积极付诸实践，着力关注学

校外部的可用资源，利用地域特色来

开展校本课程的研发，取得了一定成

果，为新时期乡村教育运动的普及与

发展提供了蓝本。

乡村学校要实现
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使命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道德

和理性的根在乡村。传承以道德为

核心的精神文明是教育的题中之

义，中国教育也向来有为人重于为

学的传统。乡村在数千年的发展中

形成了以纯朴为特色的文化态势，

具有城市无法比拟的道德教育资

源。农村人善良、朴实、守信、忠诚、

勤劳、节俭等道德价值是乡村教育

中必须渗透的做人准则。传递这些

源于生活、深入心灵的道德文化素

材，可以在无形中保存农村固有的

民风民情，促进农村青少年精神文

明建设。

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乡村学校

可以收集整理当地特色文化资源。

比如，通过活动契机，在校园网或宣

传栏开辟节日专栏，进行主题教育，

以课堂、社团活动等形式让学生发表

对于传统节日的看法，帮助青少年更

好地了解当地风情，培养热爱本土文

化的情感。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往往不只限于知识学习，相比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的文化。学校可

以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

跃乡村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邀请他

们来校进行剪纸、编织、雕刻、绘画、

书法、戏曲等才艺表演，弘扬传统文

化，开发当地品牌。通过结合农村

实际的学校精神文化意蕴的打造，

从各方面引导农村青少年珍视乡村

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学会发现和体

悟乡村的自然美和人文美，以此浸

润农村孩子的心灵。

乡村学校要解放师生的活动空

间，转变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鼓励

师生走出校园，深刻了解农村，关心农

民生存状态，树立为农服务的价值取

向。乡村学校可以通过结合当地实

际，编写实用的乡土教材，创生学校

课程资源，通过开设选修课等形式，

提高农村孩子对于生存环境的认知，

让乡土教育直接服务于农村发展。

乡村学校可以扎根农村，更加了解农

民，可以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师资

队伍，建立村校联络体系，及时把握

村民的文化需求，定期开放学校图书

馆和活动场所，使其成为村民文化生

活的中心，利用现代知识的熏陶开启

民智，为振兴乡村提供充足而长久的

智力支持。

作为乡村学校的教师，是农村里

较为活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行举

止最能影响学生和学生家长。乡村

教师要增强参与精神、实践精神与批

判精神，践行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一方面从事日常教育教学活动，成为

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将知识

主动运用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中，

培养“扎根农村教育，服务农民子弟”

的信念，以“局内人”的社会角色，成

为传统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

□衢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毛胜田

山清水秀、田园阡陌、鸟语花

香……提到乡村振兴，人们脑海

中首先浮现的是一幅幅优美的乡

野画面，这些是乡村的自然之美，

是乡村振兴的显性部分。然而，

文化才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灵魂，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让孩子

爱上乡村，首先要让孩子爱上乡

土文化，并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

为了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

化，衢州市教育局在保护、传承和

发展遗落在民间的乡土文化，让

每一个孩子有民族之根、文化之

魂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让孩子从小学习传统文化，

教材是基础。衢州推陈出新，大

力挖掘乡土文化，组织民间工艺

大师、非遗传承人等参与地方课

程、校本教材的研发，将地方传统

文化融入中小学教育。竹编、莹

白瓷、剪纸等传统技艺是衢州民

间文化中的优秀代表，是衢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保持这些传

统技艺的生命力，衢州邀请当地

非遗传承人并组织师资力量一起

编订了系列校本教材，如柯城华

墅小学的《巧手剪纸》、柯城太真

小学的《走近竹编》、龙游启明小

学的《乡韵陶艺》等。衢州是孔氏

南宗世居地，素有“南孔圣地，东

南阙里”之称。为传承优秀儒学

经典，鹿鸣小学编写了《呦呦鹿

鸣》校本教材，市教育局还组织师

资力量为中小学编印了《南孔圣

地——衢州》《东南阙里》《薪火相

传》等地方教材。

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教

育，除了编印地方教材外，教师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传承原汁

原味的乡土文化，常山招贤小学

聘请喝彩山歌传承人曾令兵、江

山长台小学聘请竹编艺人王振

富、柯城石梁小学聘请麻蓬拳传

承人吴元廷为编外教师，加强孩

子们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婺剧是

衢州地区最流行的戏种，从2009

年开始，衢州各地陆续将婺剧引

入校园，邀请国家一级演员傅少

程、婺剧“变脸”非遗传承人姜志

谦走进校园，教授《巡营》《拾玉

镯》等各种婺剧经典唱段。目前，

全市共有77所“婺剧进校园”试点

校，实现了县县有试点学校。从

事“婺剧进校园”工作的专家、教

师和工作人员有数百人，指导培训教师310人

次，23593名学生直接受益。

民族文化的精髓必须在实践中传承。衢州

在推进传统乡土文化进校园中不遗余力，竹编、

剪纸、木偶戏、蒲编、猷辂拳、洪公拳、十三太保

拳、喝彩山歌、根雕等优秀民间智慧结晶陆续走

进校园，江山解放路小学、常山五里小学、衢江

第二小学等学生的婺剧表演多次受邀走进央视

戏曲频道，龙游夏金小学的竹笛合奏多次荣获

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金奖，江山长台小学学

生的竹编作品走进义乌“国际文化产品交易博

览会”，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细纹刻纸作品成为衢

州市赠送外国友人的首选礼品……全市各校均

开设了《论语》课堂，每年都举办开蒙启智、《论

语》辩论赛、儒学校园剧、中秋音乐诗会、立春祭

等文化活动，强化传统文化的仪式感、庄重感。

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和实践活动，生动认识了衢

州历史和特色传承，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感不断

增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多个场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

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让孩子们能够真

正领悟“传统之美”，让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浸润

孩子的成长之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省教育厅教研室课程部副主任
李 荆

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

重要途径和方法，开发与实施乡土文化

类学校课程则是目前学校教育在乡土

文化传承方面采取的积极行动，可以对

我省优质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

重要作用。

系统梳理提炼文化，便于乡土文化
内容完整而有序的传承

浙江是非遗大省、文化大省，有着

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资源，乡

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学校在开

发课程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学

校要在课程开发工作启动之初，就组织

相关学科的骨干教师对拟开发课程内

容进行系统的梳理，走访知晓乡土文化

的专业人士，了解这些乡土文化的“前

世今生”。再依据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实

际情况，对乡土文化进行高质量的提

炼、改造，从而形成符合学校教育的课

程内容。如温州市瓯海区周岙小学

“周岙花灯”、舟山市定海区紫微中心

小学“紫微木偶戏传承”等课程的开发

流程其实就是对当地文化的及时整理

过程。这一过程，既确保了进入学校

课程中的乡土文化内容的准确性、时

代性和科学性，更是对乡土文化本身的

有序整理，使得以各种形式流传的乡土

文化有了相对正规的文本形式，更便于

传承和创新。特别是一些地区统整区

域骨干教师力量开发课程，如绍兴市

柯桥区教师发展中心组织开发的“越

乡越韵”、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教研室

组织开发的“良渚文化”，更是有效地保

障了乡土文化的完整性和课程内容的

严密性。

以多种形式组织教学，利于乡土文
化深层次传承目标的实现

乡土文化传承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借

助外在表现手段让青少年感知该文化背

后深厚的文化意义与民族精神，要想解

决这一难点仅靠参加一两次体验活动或

比赛是难以实现的，而学校教育的相对

规模性和较长时效性恰恰能克服这一困

难。且在现有的乡土文化类学校课程

中，学校多以活动课程或项目化学习的

方式实施教学。学生带着不同的问题接

触到乡土文化，通过充分的调查、走访、

研讨，全方位了解这一文化的历史与特

质、发展与困境，再深度思考交流如何能

让这一文化得以延续发展。嘉善县干窑

中学“不熄的窑火”课程就把学生带进古

窑址，亲身体验流传千年的瓦当文化。

湖州市塘甸小学“剪纸的故事”课程则把

古老的剪纸艺术和先进的动画设计结合

起来，把学生的作品都制作成动画片，极

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经过这样的

学习，学生对乡土文化的体验与感知不

再是表层次的知识了解，更增加了一份

发自内心的兴趣、认同和责任感，从而潜

移默化地实现了乡土情怀的落地生根。

校内外联动培养传承人，为乡土文
化传承提供根本动力

乡土文化得以传承的关键就在于一

批批优秀的传承人，他们的存在使乡土文

化以或静态或动态的方式得以延续。

在建设乡土文化类课程中，学校可以将

重量级的非遗传承人请进学校作讲座

或授课，并指定一些教师作为校内助手

向这些大师拜师学艺，这些教师再把

“手艺”传给一届届学生，学校和专业人

士可以携手培养大批师生传承人。目

前，一些教师因工作而接触、喜爱甚至痴

迷于这些乡土文化，我省已有一小部分

教师被各级文化部门聘为非遗传承人。

建设乡土文化类课程，深层次推动文化传承

编者按：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创造了特有的乡土文化。农村不是缺少文化，而是没有很好地认识、保护和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离不开乡土文化建设，这是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交融和创新的过程。随着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我们要构筑具有现代意识、人文理念和科学精神的乡土文化。6

月6日、6 月13日、6月20日、7月11日，本报相继刊发了“教育，为乡村振兴奠基”系列报道之《发展乡村教育 助力乡村振兴》《培育新型农民，服务乡村人才振兴》

《凝聚合力 振兴乡村教育》《农村家庭教育：破解困局 提升品质》，本期推出系列报道最后一篇——

“““““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为乡村振兴奠基为乡村振兴奠基为乡村振兴奠基为乡村振兴奠基为乡村振兴奠基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系列报道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⑤⑤⑤⑤⑤

教育为传承乡村文化服务

□仙居县实验小学副校长 蒋燕萍

如何让教育与乡村文明充分联

结，提升教育自身生命力，同时又反哺

乡村文明传承，这是作为教育人要充

分思考和付诸实践的重要工作。挖掘

乡村教育元素，设计乡村童玩课程，传

承乡村农耕文明是我们的探索。

乡村，溪水淙淙、炊烟袅袅是自然

的欢歌，捉鱼砍柴、放牛牧羊是童年记

忆，犁耙耕种是田园的四时风光，捣麻

糍、包粽子、砌石墙、讲大话等民俗画

卷是千年文明的缩影……我们要将这

些丰富又零碎的资源进行归整形成教

育资源，让学生在乡土文化的传承中

成长。

乡村教育的根在肥沃的土壤中，

在广袤的田野里。我们要在乡土烟

火中孕育教育的“自然灵性”，如“乡

村童玩系列课程”就是依托乡土烟火

之情境，设计乡土特色之课程，让孩

子在自然、乡土的浸润式体验中，看

到乡村之美，品到乡间之趣，尝到乡

野之味，悟到自然之智，获得草根生

长之力，以激发孩子内心深处来自大

自然的灵性。我们要在教育回归中

传承乡村的农耕文明，中华文化的根

脉在乡村，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文

化。当乡村教育回归田园、落地乡

野，当师生走进祠堂、触摸农器，当师

生看到美丽乡村建设、体验乡间民宿

休闲，提升的不仅仅是乡村教育的信

心力、向往力、坚守力，更是乡村文明

的传承力。在乡土课程全体验中，让

师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留得住乡根”。

我们把乡村的一山一水、一花一

草、一人一物形成课程资源，设计孩

子们喜闻乐见的课程项目。如我们

设计了“乡村文化课程”，包括“赏美

丽乡村”“悟村规民约”“寻对联民宿”

“听乡村故事”“探古村秘密”“玩传统

游戏”等。当学生走进祠堂书吧，聆

听祠堂的传说，欣赏古代木雕工艺的

精湛，了解乡村古训、姓氏渊源之时，

在学生的调查、研究、访问中，古老的

传统文明和时尚的现代文明在他们

的内心交融、碰撞；当学生体验乡村

传统游戏，走高跷、滚铁环、跳方格之

时，当学生体验传统民俗活动，捣麻

糍、磨豆腐、包粽子之时，既感受到了

传统的游戏和民俗活动带来的快乐，

又对乡村传统文化有了真切体验。

我们设计了农耕劳作课程，让孩子跟

着老农，通过接触犁、耙、石磨等传统

农器，了解农耕文化。通过如“挖番

薯、搭灶台、拾柴火”等系列劳作课

程，体验农耕的辛苦，体会劳动的意

义，学会合作、自理，懂得付出才有收

获，给予是快乐的。

用课程和活动联结教育与乡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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