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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合儿童的方式激活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校本探索与实践

文    张   艳    彭苏华    陈雯雯

[ 摘要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推进中存在碎片堆砌，缺乏整体设计；止于仪式，缺

少浸润体验；生硬灌输，缺少人文涵养等现实困境，其根源在于对传统文化教育中“儿童”

这一核心要素的忽视。要从儿童出发，与儿童一起研究，通过完善和优化课程体系，丰

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内容，创新各类课程的实施样态，形成适合儿童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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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为学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指明了方向。徐州市大马路小学以江苏省基

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培养龙的传人——

徐州十所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校本行动》

为依托，从课程架构、实施路径等方面展开了积极

的探索与实践，旨在用适合儿童的方式激活传统文

化，从而实现“活的文化”当代表达，贯通古今，融

入童心，最终形成突出地域文化特征的传统文化教

育行动范本，培养“龙的传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为何遭

遇瓶颈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度成为关注

的热点，许多地区、学校开展了众多的探索，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透过轰轰烈烈的表象，却也

发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点上突破、碎片堆砌，缺乏整体设计。

课程门类孤立化、教育内容碎片化、教学设计

随意化、教学时间不固定的情况普遍存在。同时，

小学阶段有六年时间，学生的年龄跨度大，认知水

平差距大，对课程体系的要求特别高。没有明确的

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序列，学生的学习就没有一定

的体例可循，导致低龄高难度、高龄低难度，或是

出现重复学习的现象。

第二，注重形式、止于仪式，缺少浸润体验。

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往往离不开“仪

式”的存在。但现实的情况是 ：一些学校在设计仪

式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外在的形式，例如身着汉服、

点上朱砂、鞠躬行礼等。至于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形式，

仪式之前的前置课程以及仪式之后的延展课程还没

有建立起相关的联系，甚至仅仅限于仪式当时的形

式操作，缺少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与活动体

验的递进式设计。

第三，方法机械、生硬灌输，缺少人文涵养。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窄化为吟诵经典，把

成人认为有用的东西强加于儿童身上，违背儿童学习

的认知规律，儿童只能被动地记忆那些晦涩难懂的

诗词古文。复杂拗口的背诵内容，机械灌输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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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不仅没有实现以文化人的本真目的，反而让儿

童在内心产生了抗拒心理。

以上三种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对传统文化教

育中“儿童”这一核心要素的忽视。儿童是有民族文

化之根之魂的人。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如何将儿童需要与国家

课程有效整合，架构起完整有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课程体系？课程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走进儿童？这

一系列追问引发我们更加深入思考“儿童”，与“儿

童”一起研究，从儿童的视角开展探索实践。

从儿童出发，探寻激活传统文化的有效

路径
从儿童出发，意味着在不增加儿童负担的前提

下吸引儿童主动融入、参与设计。为此，学校确立了

“传统文化与儿童生长规律的契合”“传统文化与时

代精神的融合”这两个课程架构的原则，围绕国家课

程，在现有课程体系上进行整合、重组、勾连、互动，

形成了涉及学科渗透、文化主题课、社团选修课程以

及实践活动课程四个模块的课程体系。

（一）围绕课程目标，细化、具化素养目标及知

识能力目标

根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精神，项目提出培养“龙的传人”的课程

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将其细化落实，从“人格修

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三个维度梳理了学生

发展的素养目标（见表 1），并结合“经典阅读”“文

化常识”“技能技艺”三方面内容研制课程体系的知

识能力目标（见表 2）。四个模块形成合力，均指向

学生素养的达成。

表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素养目标）

年段
维度

低段 中段 高段

人格修养
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友爱
同学、礼貌待人

自尊尊人、乐于助人、遵规
守纪

理解他人、为他人着想、懂得感恩

社会关爱
惜时守时、言行一致、爱护
环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勤俭节约、勤学善思、诚实
守信，有责任心

吃苦耐劳、明辨是非、勇于创新，珍爱
文化资源

家国情怀

拥有热爱生活、亲近自然
的情感，对生活、学习中蕴
含的传统文化元素感兴趣

拥有热爱家乡、热爱生活、
亲近自然的情感。喜爱丰富
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有
探究的愿望

热爱祖国河山、悠久历史和宝贵文化，
树立人生理想和远大志向。乐于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表达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解和感受

表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知识能力目标）

年段
维度

低段 中段 高段

经典阅读

诵读经典，能感受蒙书和古诗
的节奏、音律美，能背诵蒙书
中的段落与古诗文

诵读经典，能感知大意，能背
诵蒙书中的段落与古诗文，学
习经典中蕴含的现代文明行
为，指导自己的言行

品读经典，理解大意，知晓经典中
蕴含的文化常识，能背诵蒙书中的
段落与古诗文，理解并努力践行经
典中蕴含的传统美德

文化常识
了解传统日常礼仪，学习与个
人、家庭生活相关的文化常识，
并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践行

知道传统礼俗的文化内容，了
解传统器物文化、自然风光、
学习社会生活层面的常识

能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发现传统文
化元素，体会传统民俗趣味并理解
其价值

技能技艺
了解传统游戏规则，会玩简单
的游戏，会制作简单的手工，
喜爱传统游戏与民间手工艺

能主动了解古人衣食住行用中
的相关技艺、风俗，积极参
加具有家乡特色的传统活动

能体会传统技艺中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感受传统工艺中的工匠精神，
能主动传承、创新传统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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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目标统领下，我们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

育教学规律，依据学情细化适应徐州地区小学各年

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能力目标，形成每个学

期的各学科渗透教学目标、文化主题课目标、实践

活动课程目标。

（二）与“儿童”一起研究，丰富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课程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最终指向的是“儿童”的

成长与发展。因此，课程的架构与实施离不开“儿童”

主体性的参与。强调与“儿童”一起研究，是以更贴

近儿童、更注重实践、更契合儿童生活经验的方式

寻求课程内容的不断优化。

1. 学科渗透

在不增加学生负担，不额外增设课程门类的前

提下，依据学情改造或利用原有的学科课程体系，

将传统文化因子与课程要素进行整合、重组，从而

构建新型课程文化。

以语文课程为例。学生学习《三打白骨精》一课，

发现古典名著中与“三”字有关的故事很多，“三借芭

蕉扇”“三探无底洞”“三顾茅庐”“刘姥姥三进大观

园”“三气周瑜”“三英战吕布”等 ；还有的学生提出

很多作品中的“三”字现象，“大禹治水，三过家门

而不入”……由此，依据学生的发现确立了“有趣的三”

专题学习，引导学生从“三之内涵”“三之文化”“三

之原理”等方面开展研究。这是以教材文本为原点

开展的整合性学习，是由“一篇文章”到“一种文化”

的辐射性学习。与儿童一起研究，从儿童的兴趣点

出发，将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融入学科学习当

中，使得课程内容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也让

儿童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体多维的整体认识。

2. 文化主题课

设 计文化主 题教学的七个模 块 ——“风 流 人

物”“九州风景”“传统故事”“艺术符号”“节日习

俗”“文学瑰宝”“科技之光”，通过筛选徐州地方文

化资源，聚焦名家名篇、经典名言、文化意象、文

化活动，组成文化主题单元。由阅读传统文化名篇

到发现文化符号的意义，再到用文字表达所思所感，

形成了一个聚焦主题的完整环路，使儿童在渐进的

内容设计中获得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感受与理解。

3. 社团选修课程

学校在调研学生、家长需求的基础上，在选择

性课程中增加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门类。从横向来看，

各年级的类别相同、领域相同，主要包括书法、围棋、

传统美术技艺等八个类别 ；从纵向来看，又体现出

一定的进阶性。以“经典诵读”为例，从诗词的启蒙

到小古文的感受，再到国学经典的熏陶，层层递进，

进阶延伸。其他的传统技艺类、学科拓展类等课程

也依照这种思路设计。

4. 实践活动课程

我们将学校历史与地方人文环境等多元文化进

行整合，构建起开放的适宜学生体验探究的场景，

从而增强学生的“在场感”，保证“认同感”，提升“获

得感”，彰显“创新性”。2018 年秋季，学校开展

了以“行走徐州”为主题的文化寻根实践活动 ；2019

年 3 月，又设计了以“醉美徐州”为主题的文化新

徐州之旅。充分挖掘徐州地域文化，整合地方文化

资源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让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

相遇，融合传统文化于现代生活中，让学生感受传

统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

（三）凸显儿童的实践体验，创新课程实施样态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知识的讲解、文字的

记忆，而应是培育文化精神，滋养文化情怀，实现文化

引领。学校以学生的“实践体验”为核心，以教师的辅

助为支持，以丰富的地域文化为支撑，创新传统文化

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亲切真实的场景中，经由具体

活泼的活动体验，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自主建构。

1. 学科渗透“三途径”

坚持以“国家教材为内容，整合渗透为路径，

学科学习为主体，价值引领为目标”的原则，在教学

目标的设计上，增加指向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

目标，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结合教学内容和学情，

恰当地挖掘和开发相关内容，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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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体验感受的活动。通过导入激趣、学中探究、

课后拓展三种途径，落实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科学习

中的渗透。

2. 文化学习“四环节”

以“文化读本为依托，地方文化为主体，体验探

究为方式，培育情感为目标”的原则开展文化主题课

的教学实践探索，初步构建了“场景创设—活动体

验—探索反思—自主建构”的四个学习环节。

3. 选修实施“五路径”

以“个人兴趣为基础、发展特长为目标、动手实

践为要义、弘扬民族精神为旨归”的原则开展社团选

修课程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学生问卷调研、教师课

程申报、学生网络选课、教师过程记录、学校流程

监控等多个环节的实施路径。

4. 实践活动“12 模型”

在地点选择、活动主题、活动方式等方面突出

文化要素的挖掘、学生主体的参与、活动形式的创新，

体现年段素养目标的进阶发展，初步形成了“实地考

察、挖掘内涵（教师）—自主研习、初步感知—分组

合作、确定主题—实地研学、实践体验—交流分享、

共享收获”的活动设计流程，形成了 12 个比较成熟

的活动模型。

聚力合作，为儿童打开互联、开放的学习

空间
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的时代，万物互联，人与自

然、人与文化、生活与学习、课程与活动等处处充

满互联。因此，需要将学校教育的系统性与家庭教育、

社区教育的潜在性结合起来，聚力合作，发展共赢。

学校与徐州博物馆共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体验基地，在调研学生感兴趣的博物馆话题的基础

上，为学生定制《“古彭寻踪”徐博文化使者进校园

学期系列课程》。第一期课程以徐州历史文化为主线，

重点讲述徐州历史和汉文化遗存，兼顾考古、文保、

博物馆学等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兵器大揭秘、汉代徐

州的城、古人“食尚”生活、俑偶的留言等 14 个孩子

们感兴趣的话题。讲师团阵容强大，汇聚淮海地区

一流的考古、历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每周一次课，

以“在场”与“线上直播学习”结合的方式，确保全

校学生参与。利用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已成

为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所在。

同时，学校与徐州市歌舞剧院共同建立京昆艺

术传习基地，成为徐州市首家京剧进校园的学校，

戏曲梅花奖得主李雪梅成为传习基地指导教师，京

剧教学已经走进了音乐学科的课堂，从欣赏到演唱、

表演，京剧成为音乐课程的一部分。徐州万通酱园

也成为学校的体验研习基地，为儿童的实践活动课

程提供了空间和资源基础。

总之，从儿童出发，用适合儿童的方式激活传

统文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强调的是对课

程资源的整合，学习空间的优化，以及对儿童实践

体验的关注。当优秀传统文化与儿童生活、儿童经

验和儿童兴趣形成有效对接，就更易于形成一种积

极的情感定向。积极的情感定向将会引领儿童主动

去了解、体悟并认同传统文化背后蕴含的价值内涵，

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感受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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