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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研究前沿

地方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
!!!以亳州学院亳文化开发为例

黄春霞

&亳州学院教育系"安徽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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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打造特色地方高校"亳州学院利用丰富的亳州地方传统文化开发校本课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让亳文化校本课

程从无到有!校本课程走进课堂"内容得到拓展!课程开发与科研结合"增加了课程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突出地方本科学校特

色"强化了课程推广和应用%但在亳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增强开发的计划性"

形成课程系列开发!打破专业限制"形成专业开发团队!丰富开发的成果形式"改善课程教学方式!注重对文化传承人的培养!

整合课程资源"争取多方支持%

关键词!地方高校!地方传统文化!校本课程!课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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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念最早是由菲吕马克和麦克 米伦
#CA&

在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召开的+校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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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国际研讨会上率先提出来的"指以学校本身为

基地进行的地域性课程和特色性课程的开发%最早

关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

方发达国家的+新课程运动,"为了克服国家课程不

适应现实的问题"各国开始实行与当地的历史$地理

和风俗相关的+熟悉家乡情况,的课程-

#

.

!CA

%由此可

见"校本课程出现伊始"就与学校所在的当地文化紧

密相连"既体现着一个学校特色的地域特征"又承载

着传承当地累积的传统文化"肩负着使本校学生体

验当地文化魅力"开拓其文化视野和陶冶其文化情

操的使命%亳州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为

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丰富的素材"而亳州学院师生对

亳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传承活动"则为校本课程开发

奠定了基础%

一"亳州学院亳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实

践和成果

亳州史称+中州锁匙"南北要脊,

-

!

.

A

"素有涡水

岸边的一颗明珠之称"是历史名城"帝王之邦"华夏

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亳州地方传统文化&简称亳文

化'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它悠久灿烂"内涵丰富"

博大精深"为亳州的地方高校///亳州学院的校本

课程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纵观亳州学院开

发亳文化校本课程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从无到有*校本教材开始涌现

早在
!""%

年亳州师专时期就成立了老庄研究

会"学院历史专业和中文专业的少数老师就开始搜

集$整理和研究涡河流域的道家文化"但在课堂教学

中亳文化的传承只有零星的传授%后来"随着亳州

学院把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发展

定位之后"学院增强了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意识"认

识到地方传统文化对打造地方特色高校的重要性"

以及对培养学生爱家乡$爱祖国情感的不可替代性"

课堂上对亳文化的传承开始多了起来"教师的讲义

中有关亳文化的内容也多了起来%到了
!"#"

年"学

院成立了+亳文化研究中心,"在传承和研究道家文

化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对曹氏家族文化$亳州方言与

民俗文化$华佗与五禽戏"以及道学与养生文化等方

面的传承和研究%在+亳文化研究中心,的领导下"

越来越多的师生开始了解亳文化"并参与到亳文化

保护和传承活动中"有关亳文化的研究成果也大量

涌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校本课程取代了以往

的亳文化讲义%

!"#!

年王正明$魏红灿等教授根据

省级精品视频课程的研究成果合编并出版了第一本

校本课程)亳文化概论*"并作为全校选修课教材开

始将亳文化向全校大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普及和

介绍%

#二$深入开展课程教学活动*课程内容进一步

拓展

亳文化的课堂传承"刚开始仅限于中文和历史

老师的讲义和教学中"后来体育$美术$音乐$生物等

专业都参与进来"课程教学活动越发频繁"亳文化传

承的内容进一步得到拓展%如全校大学新生体育课

都必修养生健体的华佗五禽戏!体育专业的学生必

修浓缩亳州武术特色的曦扬掌!美术专业和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开设了)亳州民俗剪纸*课程!音乐专业

的学生专业有)民乐与地方戏曲*!全校学生的)中华

传统文化*公共选修课程统一使用)亳州文化概论*

作为校本课程教材%除此"古井集团$亳州中药材生

产基地等还是亳州学院酿酒和中药制剂专业学生的

实践课场所和实习基地%学院还聘请了中医世家第

七代传人张超伟先生为中药所所长"每年不仅举行

几次中医讲座"还对全校学生进行基本的体质检测

和中医治疗"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医的神奇作用55

亳州传统文化作为教育资源走进课堂教学"发挥了

地方文化对学生的环境育人作用"不仅丰富了课堂

教学的内容"拓宽了亳州学院师生的文化视野"还提

高了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使得亳州传统文

化得到了传承和创新%

#三$课程开发与科研相结合*开发出一系列校

本课程

亳州学院在专门研究亳州地方传统文化的机构

+亳文化研究中心,的带动下"以亳文化为主题的各

项科研课题纷纷被申请$立项"相关研究成果也陆续

大量的公开发表%因此"亳州学院的校本课程开发

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与科研的紧密结合"校本课

程开发的过程也是科研课题徐徐展开的过程"因此

校本课程在教材方面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理论性和

系统性%正是因为校本课程基于科研成果"编写人

员对所编辑的亳文化内容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搜

集$调查和论证研究等"所以教材在内容方面既有深

度"保持严谨性"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自

)亳文化概论*对亳州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概括后"

!"#&

年王正明教授又在科研课题的基础上出版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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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更系统$更详实的阐述亳州传统文化全貌的校

本课程)亳文化十讲*%接着陆续在文学$哲学$音

乐$英语等领域出版了一系列的亳文化研究丛书"如

魏宏灿编辑的)曹魏文学论*$胡利华的)蒙城方言研

究*$孔令梅的)儒道融合视阈下的
#

吕氏春秋
$

之

道研究*"刘洪洲的)亳州二夹弦音乐研究*$唐丽平

的)亳州花戏楼砖雕艺术文化解读*等%有关亳州地

方传统文化的校级$省级课题的研究成果陆续编辑

成书出版"并在课堂上开始进行系统的教学和传承%

#四$突出了地方本科院校特色*强化推广和应

用效果

+地域文化是地方大学彰显办学特色$实现特色

发展的基础"是地方大学建设特色文化的现实源泉"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方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

展%,

-

&

.

IG所以"要建设地方特色本科院校"离不开与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并将之融入我们的大学

文化之中"成为我们课程必不可少的部分%亳州学

院开发出亳文化的校本课程时间虽然不长"但进展

迅速"成果丰厚"社会影响开始增强"也取得了较好

的人才培养效益%学院始终禀着服务地方$传承地

方传统文化的高校职责"为传承地方传统文化"建设

所在城市精神文明"打造特色地方高校积极努力着%

为此"学院一改+关门,做研究的传统做法"积极的鼓

励各个不同发展方向和专业的教师申请保护$传承$

弘扬亳州传统文化的科研和教研课题"并最大程度

的把相关的科研$教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为亳州

建设+厚重$务实$创新$奋进,的城市精神和形成更

加宽容$谦让的社会风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除此"

学院还积极的与当地相关部门合作"如组织有亳文

化深厚底蕴的教师与市政协合作编撰了)亳州历史

文化丛书*"在亳州电视台亳文化大讲坛节目中系统

的讲述和宣传亳文化"积极地参与淮河文化研讨会$

安徽省亳文化研究会等传承$弘扬亳文化"使得亳文

化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二"亳州学院亳文化校本课程开发存在

的问题和展望

纵观国内地方高校在校本课程传承地方传统文

化方面的研究还不多"可供我校亳文化校本课程开

发的经验借鉴相对来说也较少"所以在开发中难免

会存在一些问题"以待解决和完善%归纳起来"我校

在校本课程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一$缺乏整体规划和有计划的开发

地方传统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没有计划性"缺

乏体系性"开发出来的校本课程是某个学科的某个

领域"没有形成系列开发%亳州学院这几年很多系

科在校本课程开发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都是各系

科的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单独编写而成"学院

虽然鼓励大家开发教材"但还没有组织有关亳文化

研究的教师在整体上进行规划和开发%亳文化博大

精深"为我们编纂成套系统的校本课程提供了丰富

的资源%有望学院以后能组织研究亳文化的教师"

提前做好课程开发的整体布局"列好开发的全套计

划"开发出能反映亳文化全貌的系列课程%

#二$参与的专业有待增多*跨学科开发有待

加强

参与地方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研究的院系单一"

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管理$体育$音乐$美术$舞蹈

等专业"而且缺少跨学科的合作%亳州学院现有的

亳文化校本课程还主要集中在文科方向"理科和工

科的校本课程几乎没有%而且现有的亳文化校本课

程"都是一个专业的老师编写出来的"缺少不同方向

或不同专业的教师的合作%为了能开发出高质量的

校本课程"需要团队的力量"特别是不同专业$不同

研究方向的教师一起研讨"互相启发"相互合作"才

能编写出脍炙人口"又有深度和力度的优秀的亳文

化校本课程%

#三$成果形式不够多样化*教学手段需要革新

有关地方传统文化的高校校本课程成果多是文

字类型的"缺少影像等其他的作品形式%亳州学院

校本课程一般都是出版的书籍"缺少亳文化博客$公

众号等网络传承形式"更少有纪录片或其他的影像

作品%同时"学院校本课程传承和创新地方传统文

化的活动"多表现为课堂教学$学术讲座或校内的其

他活动"缺少微课$墨课或尔雅课程等网络供学生可

以灵活自学或学习方式%为了更好的展示亳州学院

校本课程对亳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成果"应该加大

网络传承的力度和成果展示的多样性%

#四$课程开发需与地方加强合作*增强社会影

响力

地方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的研究"缺少与地方的

合作开发"编纂出的成果对当地社会$经济等影响较

小%亳州学院的很多校本课程"都是教师根据自己

的研究成果凭借一己之力开发出来的"或者是和本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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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一起共同开发的"甚少有与亳州当地亳文

化研究的学者或专家进行联手合作的%开发的成果

一般也只限于本专业的学生学习"由学院统一收藏"

编写出的校本课程社会影响力相对来说比较小%要

想发挥出校本课程对亳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最大作

用"在开发中可以利用多方资源"组织多方人力共同

来开发"开发出的成果应该走出高校"成为亳州文化

建设和亳州城市文明建设的一部分%

#五$课程开发资金单一*需要政府部门统筹

支持

有关地方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研究的资金来源单

一"主要来自科研和教研经费"当地政府资金投入

少%编写出版的校本课程学院有一定的配套资金"

但相对于课程在开发过程中"需要师生外出调研$考

察$聘请当地专家等必需的活动经费"还有课程在查

阅大量的资料后请有关专家反复验证后装订成册的

打印费$装订费和出版费来说"还是九牛一毛"捉襟

见肘%所以"在经费问题上"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多

方统筹"校内校外合作解决%

三"亳州学院亳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

建议

#一$增强开发的整体设计*形成系列课程开发

亳州学院在开发亳文化校本课程过程中"应该

进行整体布局和系列规划"开发出能反映出亳文化

全貌的特色系列课程%如根据亳州所处的独特地理

环境和生活观念"当地特有的方言和丰富多彩的民

风民俗"开发出亳州方言和民俗系列课程!魏晋时期

亳州文化呈现出极度的辉煌"开创了中国诗歌崭新

的局面"建立了诗歌美学的典范+建安风骨,"可以为

我们亳州文学系列课程提供丰富的素材!亳州地杰

人灵"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如老子$曹操$华

佗$陈抟$花木兰$柳下惠等"以及他们为后世传为美

谈的故事"可以开发出亳州历史名人类系列课程!涡

水源远流长"一代一代的亳州人在这片故土留下大

量的名胜古迹"如汤王陵$华佗庵$曹操运兵道$花

戏楼等"能够开发出亳州地理名胜系列课程!亳州

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有杂居家孟汉卿唯一

流传于世的作品)魔合罗*$柔媚的天籁之声亳州

二夹弦$曹操父子的章草等书法艺术$大班会等民

间艺术"又为亳州艺术类系列课程开发备下了丰

富的资源%

#二$打破专业限制*形成专业的课程开发团队

亳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一项复杂又充满挑

战性的开创性工作"也是一项涉及到文学$历史$哲

学$艺术$建筑$武术$中药等众多学科领域的庞大工

程"如果光靠教师单打独斗实在是难以圆满"即便是

暂时有所收获"也很难有持续性发展%因此"在开发

亳文化的校本课程过程中"我们应该打破专业限制"

进行跨学科的合作"还要充分发挥学院+亳文化研究

中心,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把学院所有参与过亳文化

研究的教师组织起来"形成年龄结构$学科结构合理

组合"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专职人员与兼职人

员相结合的课程研发队伍"组织大家经常就课程开

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进行研讨和解决"提高

大家的研究和开发水平"形成专业的课程开发团

队%

-

%

.同时"还要对团队中教师在亳文化研究中的各

种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分析"将其转化为相应

的课程开发资源%唯有如此"我们开发出的校本课

程"才能内容丰富"异彩纷呈%

#三$丰富开发成果的形式*改善课程教学的

方式

我们已有的校本课程多为印刷版本的书本"教

学方式也多为课堂教学$少量的讲座活动$访谈节目

和学生实践活动%为了更好的传承亳文化"也让更

多的师生和社会人士了解亳文化"我们可以充分利

用网络传播的力量和迅捷"将亳州粉皮的制作$古井

贡酒的酿制$芍药等的栽培$华佗五禽操的演示$二

夹弦和剪纸的操作$亳州历史的更迭等制作成纪录

片"把教师相关的课程教学录成微课$墨课"把演绎

亳州人民生活风情等歌舞录成视频"在学院官网开

设相关亳文化视频公开课"并开设亳文化讲坛"以便

师生和其他网民随时点击播放来了解$感受和学习

亳文化%同时"我们在开设这些显性校本课程传承

的同时"也要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如依托学院的亳

文化馆$亳州市博物馆$曹操地下运兵道文化展厅"

以及古井集团和中药栽培$加工基地等"通过现场观

摩$讲解$训练等"加强学生对亳文化知识的了解"技

能的习得%还可以将课程与学生团体活动联系起

来"如开展+华佗五禽操比赛,$+亳州风情书画摄影

作品展,$+芍花情,音乐舞蹈汇演等形式开展丰富多

彩的传承活动!秉着+走出去,的原则"开展+亳文化

宣讲团,"积极组织学生到乡下汇报演出$大学生服

务团队下乡宣传和传播亳州文化知识等活动"既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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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黄春霞#地方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

基层群众中宣传$弘扬了亳文化"学生经由理论到实

践"再由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中也提高了对亳文化的

认识"技能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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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开发中*注重对传统文化传承人的

培养

+课程不只是传递知识的工具"也是创造和重新

创造我们和我们文化的工具%,

-

I

.

#$$高校开发校本课

程的过程"其实也是培养文化传承人的过程%因为

校本课程在开发的过程中"要立足本校特色"就要考

虑到本校学生的需求"如有的系科在课程设置中增

加了地方文化类课程"注重把学生培养为推动亳文

化传播的生力军-

A

.

%因为还要受到本校所处地域环

境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校本课程在内容的选择和编

排上"必然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把当地优秀的

地方传统文化选入校本课程"一方面让学生深入$系

统的了解和认识当地的文化"更深刻的理解当地文

化"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学

生的亲身体验"形成他们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关注和关心当地的发展和进步"培养他们爱地方$爱

祖国的品德和情感%校本课程开发的根本出发点在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个性化发展-

$

.

&&

"文化的传

承必然落实到人的身上%因此"学院校本课程开发

的过程"既是满足学生发展"参与社会的过程"更是

培养当地文化传承人的过程"这才是保护$传承和创

新文化的最佳选择和重中之重"也是学院地方文化

校本课程开发和人才培养特别要关注的地方%

#五$整合多方资源*扩大课程成果的社会影响

力*多渠道筹集课程开发资金

利用地方资源"与地方传统文化专家一起切磋$

研究$开发亳文化"不仅可以整合丰富的课程资源"

让开发出来的课程更好的发挥出它们传承地方传统

文化"在建设地方精神文明和文化城市建设中的作

用"扩大课程开发成果的社会影响力"还能利用社会

力量"解决课程开发过程中资金短$缺$难的问题%

学院教师开发出的亳文化校本课程"如果只是对本

校师生进行传播和学习"虽然能普及亳文化的系统

知识"极大的提高学院师生的文化视野"培养学院师

生多元的文化价值观"激发学院师生的爱校$爱乡$

爱国热忱"但它们的影响力还是太小%我们应该与

亳州市有关部门和亳文化专家合作"一起来探讨$研

究亳文化"并利用今年亳州的旅游年向亳州人民和

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宣传亳文化"把我们学

院的课程研究成果向亳州和更广阔的天地辐射"特

别是能带动现居的亳州人能更全面的了解家乡厚重

的历史积淀和灿烂的精神文明"鼓舞亳州百姓能自

豪的向先人学习"并在生活中能自觉的传承这种优

秀的文化和文明"从而带动亳州民风的改变和市风

的改造%在课程开发资金方面的困难"我们也可以

积极与社会相关部门合作"多方筹集资金来解决%

除了学院教材些微的奖励资金之外"我们可以主动

联系和争取政府部门以及各个亳文化传承和保护的

民间组织机构一起"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亳文化的课

程研发%

总之"亳州学院依托亳州的地方传统文化开发

校本课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很好的保护$传承$弘

扬和创新了亳文化"也为地方高校校本课程开发提

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可借鉴的些许经验"但在实践中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解决"校本课程开

发在整体规划$专业团队建设$成果呈现方式$传承

人培养和与社会合作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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