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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复归为乡土文化儿童教育价值赋予着新的价值形式，乡土

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既是乡村儿童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乡村儿童教育内涵发展的关键要素，同时也为促进乡村

社会振兴和乡村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切点。以往对该议题本体认识的窄化与偏移、历史经验的碎片与微观以及教育者专业素

养的缺失为其价值实现带来一定的障碍。要充分释放乡土文化的儿童教育价值，既要重构乡土文化的认同保障体系，又要在

乡土文化与乡村儿童教育之间构建积极互动的关系结构，还要根据学前教育的特点与规律完善其教育结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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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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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time-background of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modernity return of local cul⁃
ture value gives the local culture children education value with new value forms.The integr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into the rural chil⁃
dren educ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health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ldren，but also a key element
for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hildren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oint to promote rural soci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cultur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In the past，the narrowing and deviation understanding for the subject，frag⁃
ments and micro level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qualities which the educators have bring some obstacles to
their value realization. If the children education value for local culture is fully released，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identity secu⁃
rity system of the local culture，and also build a positiv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structure between them，and then based on the charac⁃
teristics and rules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to perfect its educatio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Key words: local culture；rural children education；integration research

基于乡土文化开展乡村儿童教育的学术命

题，从本质上来讲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

生态失衡，其研究的演进与发展一方面与乡村在

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被赋予的地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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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另一方面受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学术研究

史中将“废科举”视为“社会现代化的第一块界

标”［1］，清末以“废科举”行“西方学制”为标志的教

育制度近代改造，是乡村文化生态平衡打破的开

始。“不同于以乡土自给自足农耕经济、父系士绅

和宗法社会为基础的科举制，新学则是以西学、工

商经济、城镇市民社会为基础”［2］16，因而从教育体

制到教育宗旨与内容都以城市社会生活为导向并

与乡村社会文化传统以及乡民日常生活相疏离和

断裂的教育价值取向，形成了“诱导平民脱离他们

的固有生活”“厌弃固有生活”［3］144-145的教育后果。

可以说，新学的兴起使得“乡村原有文化调节机制

在新式教育模式的强力挤压下受到破坏”［4］，造成

了乡村社会文化失调、城乡间文化差异加大、乡村

人才流失等消极影响。面对乡村社会发展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了通过乡村教育改造进而

实现文化意义上全面复兴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教

育改造路向来讲，形成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儒家

教育的现代化”和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新

式教育的本土化”两种发展路向［5］7-8。虽两种路向

之下的文化取向看似不同，但基于乡土文化开展

乡村儿童教育却可以说是它们的共通之处，被赋

予的共通内涵整体可以概括为“合于乡村社会发

展状况”“关照乡村社会发展需求”“基于乡村社会

发展问题”“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利用乡土文

化资源”五个方面的内容。有学者将彼时的乡村

建设视之为一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6］，以乡

村教育为路径为一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

方法”［7］168。在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健全我国现

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8］的当前，“文化振兴

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支点”，重新思考和探索乡村儿童教育与乡土文化

间的互动发展问题与路径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儿

童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一、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的价值

探寻

为什么要把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之

中，或者说把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到底有

什么意义和作用，为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以哲学

价值论为基础的教育价值探讨一般围绕作为客

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

（个体、群体、类）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进行。“按照

教育关系的运动成果能够比较好地体现教育价

值不同于其它价值关系的特殊性”［9］166，以王坤庆

对教育价值的层级分类为参照，结合乡土文化儿

童教育价值历史呈现样态，将乡土文化的儿童教

育价值类型分为宏观层次的教育价值与微观层

次的教育价值两大层级。其中，宏观层次的教育

价值关照价值客体乡土文化儿童教育对作为价

值主体的社会以及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儿童需

要的满足。微观层次的教育价值关照价值客体

乡土文化儿童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对价值主体

儿童需要的满足，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乡土文化的儿童教育价值类型

层级

宏观层次
教育价值

微观层次
教育价值

价值类型

社会价值

生命价值

教育活动内容
价值

教育过程价值

价值关系

价值主体：社会
价值客体：乡土文化儿童教育

价值主体：儿童
价值客体：乡土文化儿童教育

价值主体：儿童
价值客体：教育活动内容

价值主体：儿童
价值客体：教育过程

价值表现形式

政治价值（乡村建设）
经济价值（乡村发展）
伦理道德价值（乡风文明）
文化历史价值（文化传承与发展）

生存价值；享受价值；发展价值

知识的价值；训练的价值

人格价值；陶冶价值；榜样价值；理想价值；
活动价值；创造价值

（一）社会价值：实现乡村儿童教育、乡土文

化以及乡村社会共生发展的重要切点

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的社会价值属

性显现于其既是乡村儿童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

因素，又是促进乡村社会振兴和乡村文化传承发

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无论是从儿童教育的现

代立场与观念来讲，还是从以文化与思想为核心

的乡村教育变革历史经验来看，“乡村文化背景

为理解乡村学前教育质量的基本语境”［10］，充分

考虑乡村儿童现实生活世界和经验以及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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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是乡村儿童教育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的

关键要素。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乡村儿

童教育滋养乡村社会资本功能的研究提示乡村

儿童教育、乡土文化以及乡村社会相互交措的现

实联结，研究发现：撤点并校导致乡村文化的再

造能力被削弱，乡村幼儿园在乡村小学裁撤后成

为了乡村社区新的学习资源中心，乡村儿童教育

的实施在“传承乡村文化”“形塑乡村文化特征”

“创造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的机会”［11］“促进居

民社区规范认同遵守和社区归属感”“增加居民

的社区信任”“改善社区社会关系和居民社区事

务参与”［12］等方面有着较大的正面影响。此外，

台湾地区以实验教育振兴偏远地区学校［13］的行

动中也显现出了与乡村自然以及社会文化生态

紧密相连的教育运行模式对城乡教育共生的可

能性以及乡村经济形态与教育的可连接性。这

些研究揭示着乡村儿童教育与乡土文化以及乡

村社会的发展三者间具有着相互交措的现实复

杂性，也充分肯定着以乡村儿童教育与乡村社会

的文化联结为切入点，探寻乡村儿童教育社会文

化功能显现的可能路径具有着重要的社会发展

意义。

（二）儿童发展价值：发挥乡村儿童个体生长

的原生优势

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所具有的儿童

发展价值在于融通个体生长“原生场与次生

场”［14］所生成的教育优势。作为人类自觉打造的

次生个体生长场域，乡村学校教育融通来自乡村

儿童原生场的社会文化资源既有利于通过文化

兼容提高教育对象的文化适应性，也有利于形成

“文化解决办法”应对乡村儿童发展的弱势状

态。乡土作为乡村儿童生长的原生场域，乡村儿

童自幼生活和成长于乡土文化的环境及浓郁氛

围之中，深受乡土文化的浸染熏陶。乡土文化不

仅是其思想观念、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养成的基

础，也是促进其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并在维

护和促进个体与群体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此外，乡土文化作为乡村儿童个体生长的

原生力量，也构成着异于城市的乡村场域个体成

长优势。基于个体成长史的分析研究显示：乡村

社会个体成长的资源优势显现于乡村自然、乡村

生存与生产的生活方式与劳作方式、乡村人伦传

统、乡村的“人际生态”等几大方面，它们构成乡

村儿童发展的文化资本，为乡村儿童的生命形态

注以“自然的底色”［15］102，给予乡村儿童以“意志品

质锤炼与人文精神熏养”“家族式奋进向上的精

神”以及情感支撑［16］。近代以来，面对现代性所

带来的均质性特征，经验性秩序被高度置换为概

念性秩序所导致的高度分化与割裂状态，以及

“自然缺失”、生态失衡等后果，有关地方本位教

育、经验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环境教育、户

外教育等教育思想愈发为人们所重视。它们对

儿童生活经验与地方自然、文化、社会资源的利

用、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性的洞识、全面发展观

的确立、建构主义学习方式的采用、学校教育空

间的拓展等中所展现出的生命价值与教育价值，

为乡村教育儿童发展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实践参

考与方法借鉴。近年来此种从乡土社会与文化

教育资源优势出发结合现代教育理念的乡村教

育实验逐渐拉开序幕，如邬志辉教授在四川浦江

开展的“现代田园教育”［17］；结合华德福教育理念

的乡村幼儿教育实验［18］；从食育教育理念出发，

在劳作、采摘、捡拾中促进儿童与自然以及传统

食育文化间联结的课程探索［19］等，显示了该路径

的现实可能性。

二、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的过程困境

纵观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的历史发展

以及经验积累，认为阻碍其价值实现的关键问题

既与理论认识上的误区有关，也受实践操作中的

问题和障碍所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本体认识

的窄化与偏移

长久以来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这一

议题常被做为一个课程资源问题而被窄化且非

系统的论及，人们对其认识大多停留在“乡土文

化课程资源开发”的层面而偏移其核心与本质。

回溯该议题的根本目的可以看出，其与乡村教育

的个体发展功能以及社会文化功能的显现密切

相关，这提示了其内涵不仅应关照文化符号的社

会价值与教育价值，更应关照乡村教育的社会性

特征，从主体整体性的社会化需求出发进行系统

性的建构。从乡土文化课程资源挖掘出发的研

究优势将仅局限于特定乡土文化符号在儿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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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应用的工具性价值，这不仅会使得融入内容

片面、贫乏和线性，更会导致儿童乡土文化教育

整体性、系统性和内在关联性的关照缺失，从而

影响其整体教育功能的实现。

（二）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历史经验

的碎片与微观

乡村儿童教育与乡土文化互动发展实现的关

键环节在于理论向实践的迁移，即应用体系的建

构。就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从晚清发展至今的

乡土教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教育为先导的乡

村建设运动、20世纪90年代起基础教育课程体制

改革对课程编制权下放所形成的地方文化课程建

构以及园本课程开发浪潮、2005年由“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教育相结合”所引发的“民族文化进校

园”以及2014年起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分阶段有序推进都为它的实现积累了较为广泛

的实践经验。近年来我国以安吉游戏为代表的学

前教育本土探索与实践创新，在“乡土课程资源开

发”中所体现出的“既乡土又现代的实践形态”以

及“自然游戏中的玩性、野趣和童真”［20］，也为乡村

学前教育的内涵发展提供着新思路。有人认为其

是“政府把幼教改革植根于社区、乡村的整体发展

规划之中，让幼教发展与小康社会建设、与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的

模式”［21］，富于深刻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历史

进程中的经验积累为乡村儿童乡土文化教育的开

展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而就乡村儿童教育这

一主体来讲，以往非主体性的探索经验可以说是

碎片化的，系统性实践逻辑与作用机理的探究需

进一步的全面系统整合。

（三）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主体素养

的弱化与缺失

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对教育者关键

知识、能力以及信念的具体需求，实际是对传统

城乡同质一体教师素养培养模式的一种挑战。

面向乡村儿童与乡村社会的特殊诉求，乡村儿童

教育的乡土文化融入需要教师具有乡土情怀、了

解乡村发展需求、谙熟乡土知识，具备乡土文化

教育资源的整合能力以及乡土知识的教育转换

能力。作为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的设计

者、组织者、实施者和评价者，融入的质量取决于

教育者相关专业素养的高低。而当前我国乡村

幼儿教师队伍一方面存有数量不足、整体学历水

平不高、转岗教师多、理念落后以及教育素养不

够等问题；另一方面就乡土文化在乡村儿童教育

中的融入来看，新生代乡村幼儿教师“乡土知识

匮乏”“为乡信念缺失”“内生能力弱化”［22］等问题

的普遍存在也使得文化融入意识淡薄、融入能力

水平欠缺。这是造成当前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

童教育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的可为之路

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从本质上讲是

对儿童—文化—教育—乡村发展多层交互关系

的探讨，这就要求我们转变传统工具理性支配下

的教育价值观系统探寻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

教育的应然途径。

（一）把握乡土文化现代性内涵与价值，构建

乡土文化认同保障体系

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是以乡土文化

现代性内涵与价值的把握与认同为前提和基础

的。在以往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下，乡村社会长

期处于一种劣势与被动地位，被视为落后的象

征，乡土文化价值的失落是其乡村儿童教育价值

实现的根本障碍。文化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及

其知识与意义系统，伴随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因

而应该看到现代性在为乡土带来危机与冲突的

同时，也赋予着乡土文化资源以新的价值形式。

乡土文化在当代不仅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延续体

也是不同于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类活动空间，

与城市文明相反相成是现代性框架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土文

化的振兴提供了利好的政策背景与基础，但乡土

文化自信的重建需以对其的正确认知与认同为

保障。社会范围内乡土文化认同的建立不仅需

要学校分学段乡土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也需要

政府文化建设政策与制度的支持、社会力量的参

与以及社会教育联合效应的发挥。

（二）开发乡土文化中的乡村儿童教育资源，

构建乡土文化课程体系

从实践逻辑出发，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

育的实现路径分为两大环节：一将乡土文化由一

种文化存在形态转变成为教育资源存在形态；二

为乡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建构，两大环节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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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平决定融入的实际效果。从已有经验来看，

对乡土文化中乡村儿童教育资源的挖掘涵盖乡

土物质文化、乡土生产生活文化、乡土社会组织

文化、乡土语言与口头文学、乡土岁时节令文化、

乡土游乐文化、民间艺术等各个方面；课程建构

方式有以下几种：一为以乡村幼儿“生活进程”为

课程，关照乡村幼儿特点与生活实际的课程建构

方式；二为根据时令和节气变化，从乡村幼儿在

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自然与社会生活中选择主题，

以综合教学的形式组织课程的方式；三为从乡土

文化的某一具体文化形式如民间游戏、民间艺

术、民间科技、民俗文化、二十四节气等出发而进

行的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四为以乡村社会生

活空间与文化资源优势为基础结合现代教育理

念或内容的课程建构方式。历史探索为我们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而当前乡土文化转型之下，以

“主体参与”“主体关系优化下的教育功能发挥”

以及“文化自觉构建”为核心，围绕乡土文化教育

资源及其与“儿童-教育-乡村”相互关系所进行

的课程探索仍在继续。

（三）关照乡村儿童教育社会文化特性，建构

乡村教育者培养机制

教育者在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儿童教育的过

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其相关专业素养是保障融入

质量的一个重要主体性条件。当前教育者乡土

文化素养欠缺、融入意识不强和能力水平不足等

问题，与国家乡村教师培养制度的缺失有关。近

年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推出以及从国家到地

方的多平台、多层次幼儿教师培训制度的建立为

乡村幼儿教师搭建起了较为完善并具一定针对

性的职后专业发展平台，然而以城市教育为导

向、忽略乡村儿童教育异质性的职前培养体系所

造成的文化疏离仍难以弥合。以乡村社会文化

认知为基础，以文化资源教育转化能力核心，导

向乡土文化价值认同的乡村教师教育培养体系

的形成是把乡土文化的融入乡村教育由理论认

识形态转变为现实实践形态的根本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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