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梦大道·新时代“大思政”创新发展

海南优秀案例

推荐单位 海南省定安县第二小学

案例题目 乡土课程——推进青少年实践教育的有效路径

案例简介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的名言，也是先

生一生坚守的教育理念。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仍是我国教

育改革创新遵循的准则。2022 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基本原则第五条为“变革

育人方式，突出实践”。在电子产品充斥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青少年的动手能

力、社会实践能力令人堪忧。如何推进青少年实践教育，真正培养“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摆在当代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

难题。在长期的思考与实践中，我校构建并实施了乡土课程，初见成效。

我校的乡土课程主要包含三大板块：定安美食课程、乡风民俗课程、定安乡

贤课程。乡土课程旨在充分挖掘定安县乡土文化资源，构建适合学生的课程，让

学生亲近乡土、学习乡贤，树立远大志向，培育家国情怀。通过美食课程、乡贤

课程、民俗课程培养孩子劳动实践能力、社会实践能力。

学生在乡土课程学习中有了更多实践机会、操作机会，培养了良好的劳动品

质、劳动价值观，提高了劳动技能，提高了社会实践能力、人际交往和沟通的能

力。

案例创新点

1.乡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发展具有“根”的意义，其浸润与熏陶的作用十

分重要。合理开发和利用乡土文化资源，让乡土文化校本课程化，突出乡村学校

特色，改变目前课程资源结构单一的弊端，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要。

2.查阅文献发现，校本课程开发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及一些教育发展

较快的地区，很多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研究严重滞后。有关农村校本课程开发课题、



论文相当少。这反应出我国校本课程开发研究视野比较狭窄，研究缺乏广度和高

度，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在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只有让尽可能多的学校

走上特色发展之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才有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教育公平，

才能让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强国。课程建设是实现学校特色发展之路的最

佳路径。本乡本土是课程改革最广阔的天地，学校课程建设应联系本土实际，植

根本土文化为我所用，才能更好地创建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

3.选取县城直属学校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实验点，对全县其他学校的校本课

程开发具有重大的启示、借鉴与推广意义。

4.本课题不但可以很好地传承和发扬定安地区的乡土文化，也从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我校甚至我县学校校本课程开发不足制约学校发展的大问题。本课题的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们海南及定安地区让乡土文化走近课堂研究的空白。

案例效果说明

1.学校改变。乡土课程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让乡土文化资源得到更好传

承的同时，丰富了学校课程内容，让学校走上了特色发展之路。

2.教师改变。很多年长的老师没有研究意识，更没有研究能力。实施乡土课

程过程中，我们多次对教师进行培训，并全程指导实施。本课程实施调动全校各

学科教师参与,促进了学科间教师的深度合作，提高了教师的研究能力。现在，

部分教师不仅不再害怕教学研究，还主动申报课题，去研究自己教学中遇到的问

题，去尝试开发新的课程。

3.学生改变。实施乡土课程后，学校有了很大的改观。真正给学生打上沈晓

明书记提出的“健康阳光、好学上进、勤劳诚信、文明朴实”海南特色印记。学

生在一次次亲近乡土文化中，在一次次实践活动中，掌握了劳动技能，提高了社

会实践能力。

案例呈现

乡土课程——推进青少年实践教育的有效路径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的名言，也是

先生一生坚守的教育理念。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仍是我国



教育改革创新遵循的准则。2022 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基本原则第五条为“变

革育人方式，突出实践”。在电子产品充斥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青少年的动手

能力、社会实践能力令人堪忧。如何推进青少年实践教育，真正培养“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摆在当代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

道难题。在长期的思考与实践中，我校构建并实施了乡土课程，初见成效。

1.课程开发背景

（1）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

定安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拥有得天独厚的乡土文化资源。

定安曾涌现出众多著名的乡贤文人：“奏考回琼”为海南莘莘学子立下不朽

功勋的王弘诲,海南历代科考唯一的探花张岳崧,父子进士王映斗、王器成等，为

后人留下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贤文化资源。近年来，定安各色美食在本地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无人不爱，有的甚至声名远扬，如：定安黑猪肉粽、“会跳舞的

牛肉”、冬季菜包饭、红糖年糕、仙屯鸭饭、新竹鹅、农家阉鸡等，省内、国内

诸多游客慕名而来，一饱口福，这是宝贵的乡土美食资源。定安还有各种特色节

日，如“二月二”土地公生日、公期、春节、清明节等这些特色民俗资源。

（2）培养海南特色印记学生

2018 年省委书记沈晓明提出要培养海南特色印记学生：健康阳光、好学上

进、勤劳诚信、文明朴实。定安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也要给自己的孩

子打上定安特色印记。

（3）国家“双减”政策落地

2021 年秋季，国家“双减”政策落地，全国各地各学校开始实施课后服务，

学生在校时间延长，学校开始思考如何构建适合自己的课程，开展好课后服务，

保证“减负提质”的同时，落实学校德育目标。新的教育形势呼唤德育创新的实

践路径。

（4）2022 版课程方案颁布

2022 年，新课程标准发布。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依据“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时代新人培养要求，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校尝试将乡土文化研究纳入校本课程中,通过研究,引导

学生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定安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让全社会的人熟悉本土文

化，热爱本土文化，做有根的定安人。

我校的乡土课程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2.课程设计

（1）课程目标

充分挖掘定安县乡土文化资源，构建适合学生的课程，让学生亲近乡土、

学习乡贤，树立远大志向，培育家国情怀。

通过美食课程、乡贤课程、民俗课程培养孩子劳动实践能力、社会实践

能力。

（2）课程内容

我校的乡土课程主要包含三大板块：定安美食课程、乡风民俗课程、定安乡

贤课程。乡土课程的每一板块都安排了丰富多样的活动。

美食课程，教师提前布置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做美食、尝美食，课上在老

师指导下，完成美食读写绘，并评选出优秀作品在班内进行展览。

民俗课程教师利用特色节日，指导学生开展各类活动，如：写家乡的特色节

日，再评选优秀作文。“二月二”土地公生日这天，家家户户都要买“生仔包子”

祭拜土地公，“生仔包子”外形独特，极易引发学生兴趣，美术老师让学生观察

实物，指导画“生仔包子”，并评选优秀作品等。

乡贤课程举行“走近乡贤”系列活动，包括搜集乡贤资料、参观乡贤故居、

制作乡贤手抄报，讲述乡贤故事，诵读乡贤诗词等。

（3）课程实施

我校的乡土课程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覆盖，根据各个年级学生年龄特点内容

有所侧重。如：一二年级的美食课程内容为相对简单的“品美食、聊美食、绘美

食”到中高年级的“做美食、说美食、写美食”；一二年级的乡风民俗课程内容

为“说节日、过节日、绘节日”到中高年级的“搜集节日习俗、交流节日由来、

抒写节日感受”；一二年级的定安乡贤课程内容为“听乡贤故事、讲乡贤故事、



绘乡贤故居”到中高年级的“搜集乡贤资料、参观乡贤故居、诵读乡贤诗词”等。

以下为低年级、中高年级乡土课程示意图。

图 1.低年级乡土课程示意图

图 2.中高年级乡土课程示意图

 乡土课程实施案例低年级版

《“定安菜包饭”读写绘》

我校的美食课程内容根据学生年龄特点来确定。高年级美食课程内容为：培

养孩子做美食的技能，体会家庭生活的温馨美好，培养孩子的责任担当。美食课

隔每周上一次，上课之前，老师会先布置做美食任务，要求学生在家长的指导下，

完成一道美食，并请家长用照片、视频记录过程。下面以定安菜包饭为例谈谈美

食课程如何培养孩子的责任担当和劳动技能。



冬季的菜包饭是定安本地深受男女老少喜爱的一道美食。然而，菜包饭用料

之多、工序之繁琐，所耗人力物力之多可以说是其他美食无法比的。所以，菜包

饭基本是家庭聚餐才会选择做的美食。定安美食之菜包饭课前任务：

任务一：全程参与做菜包饭：买菜、择菜、洗菜、切菜、炒菜饭；

任务二：菜包饭出锅后，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个人包一个，自己最后再吃。

任务三：画一画菜包饭，并简单写出菜包饭的制作过程。

图 3.菜包饭食材图

图 4.吃菜包饭



图 5.美食课程读写绘模板

菜包饭要用近二十种食材，经过近十道工序，用时四五个小时方能完成。孩

子为了完成任务，能坚持几个小时和大人一起经历每一道工序，不但让孩子见证

了一道美食的诞生，更培养了孩子的动手能力，磨炼了孩子的耐心，让孩子体会

到劳动的艰辛，也感受到自己具有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尤其是最后一个任务，

先给家里的老人和比自己小的小孩包菜饭，自己最后再吃，不但让孩子懂得尊老

爱幼，还培养了孩子的责任担当，学会照顾家庭成员。

劳动，是最好的修行。人类从劳动中进化而来，并在劳动中不断发展。2022

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将劳动课程作为独立课程，专门制定《劳动课程标准》，劳

动教育地位凸显。《美食课程之定安菜包饭读写绘》一课中，孩子们全程参与菜

包饭的制作过程，在学习中有了更多实践机会、操作机会，渗透良好的劳动品质、

劳动价值观，提高了劳动技能。

 乡土课程实施案例中高年级版

《参观张岳崧故居》

任务一：参观张岳崧故居，听管理员讲述张岳崧故事并做简单的笔记。

任务二：完成习作《张岳崧故居参观记》

任务三：完成《探花张岳崧》手抄报



图 6.参观张岳崧故居

图 7.《探花张岳崧》手抄报

《乡贤课程之参观张岳崧故居》让学生在参观张岳崧故居、聆听管理员讲述

张岳崧故事、记录自己印象深刻的内容、搜集张岳崧资料的过程中，提高了社会

实践能力、人际交往和沟通的能力，还磨炼了自身的学习力。

3.课程评价

为了让乡土课程效果最大化，我们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主要有：学

习积分档案、积分卡、点赞、星级评价等。



（1）评价主体多元性

乡土课程实行多元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老师评、家长评、网友评等，

更科学，更富有时代感。如制作走近乡贤手抄报，每一组学生从本组里面推选出

优秀作品，教师再从学生推选的优秀作品中选择最优秀部分放到网络进行投票，

让更多人见证孩子的精彩，也让更多人了解乡土文化。

（2）评价形式多样性

除了建立每个学生的乡土学习积分档案，用积分卡记录孩子一到六年级的所

有乡土课程学习情况，我们还设计了其他评价形式，如一二年级的的美食课程设

计读写绘优秀作品展，评选“读写绘之星”，讲述美食故事比赛等活动。高段的

乡贤课程设计乡贤故居参观记作文比赛；走近乡贤手抄报网络评选；师生同台诵

读乡贤诗词等。

（3）评价过程完整性

学生的乡土学习积分档案从一年级第一次课程开始记录，直到六年级最后一

次学习结束，每一次都有相应积分。全部课程结束后，每个人都要完成一份课程

总结，总结内容包括课程感受、课程学习单、课程注意事项等。

4.乡土课程建设成效

（1）学校改变

乡土课程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让乡土文化资源得到更好传承的同时，丰

富了学校课程内容，让学校走上了特色发展之路。

（2）教师改变

很多年长的老师没有研究意识，更没有研究能力。实施乡土课程过程中，我

们多次对教师进行培训，并全程指导实施。本课程实施调动全校各学科教师参与,

促进了学科间教师的深度合作，提高了教师的研究能力。现在，部分教师不仅不

再害怕教学研究，还主动申报课题，去研究自己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去尝试开发

新的课程。

（3）学生改变

实施乡土课程后，学校有了很大的改观。真正给学生打上沈晓明书记提出的



“健康阳光、好学上进、勤劳诚信、文明朴实”海南特色印记。学生在一次次亲

近乡土文化中，在一次次实践活动中，掌握了劳动技能，提高了社会实践能力。

5.课程建设存在问题

（1）资源开发还不够

定安还有许多值得传承的乡土文化，如：民间传说、风景名胜、红色文化等，

我们的课程涉及的定安乡土文化只是一小部分。我们要想办法更加充分地挖掘定

安乡土文化，让课程内容更加丰富，让定安所有的优秀文化都能得到很好的传承

与发扬。

（2）教师对乡土课程理解不够，实施成效有限

部分教师对乡土课程的理解还较粗浅，在实施过程中没有思考，照本宣科，

乡土课程成效大打折扣。

（3）课程影响力有限

乡土文化作为定安宝贵的资源，目前却只有我校开发了课程并实施，影响的

面不够广，影响的人不够多。我们要努力把乡土课程在全县推广，让所有定安人

都熟悉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文化，让每个定安人都烙上定安特色印记。

乡土课程，在推进青少年实践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学

校特色办学的生动体现，是学校课程改革创新的先锋。今后，我们要继续完善乡

土课程，用乡土课程助力新时代教育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