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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脱离了真实的生产生活情境，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就失去了肥沃的土壤和应有的魅力；缺失了对家
乡的真实了解与体验，对学生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培养往往就成了空洞说教。
乡土是中小学生生活、生长的地方，这个地方充满着迷人的风土人情，孩子们浸润其中，乐趣无穷。
乡土课程是深入推进新课程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践与研究领域。
本书以乡土课程实践问题为逻辑主线，以相关实践经验总结提炼为研究方法，就一线教师在乡土课程
实践中遇到的真实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回答阐述并提供了大量的操作性案例，是一，本乡土课程实践
的教师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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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林飞，上海市崇明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生物系；上海市特级教师
，上海市卓越校长人大附中刘彭芝基地班首批学员，崇明县首批十大领军人才；曾先后兼任上海市中
小学乡土课程研究基地负责人、上海市中学高级教师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生物学科评议组组长、上海
市教师教育课程审核委员会生物学科组评议专家、上海市动物学会理事、上海市生物教学专业委员会
理事、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育硕士毕业论文答辩评议组专家、崇明县生态科普协会理事长等职
务；在省市级以上杂志上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5篇被人民大学复印期刊《中小学教育》《中小学学校
管理》转载，著、主编或参编并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实验教材等共20册；2010年，主持申报的一项
研究成果获教育部办公厅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主持或参与研究(执笔
人)的项目，先后获上海市教育科研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教改主攻方向：乡土课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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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乡土课程资源　　乡土课程资源作为教育学上的概念被独立分出并应用到教育教学当中，
其核心和特色落在“乡土”二字之上。
台北师范学院吴明清教授认为：“乡土是以自我为圆心，以情感为半径，画一片有家有生活的土地：
生活中有人有事，土地上有景有物，交织成绵延不绝的历史和文化”。
据此，如果要给“乡土课程资源”下一个通俗易懂和实践操作性强的定义，那就是在课程活动中所使
用到的一系列取自于“乡土”的、有教育潜在价值的内容。
包括地方历史、地理、物种生态、文化习俗、人物风情、生活生产经验及社会科技进步等一切有利于
实现课程目标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因素。
考察一下“乡土课程资源”这个概念，我们不难发现，乡土课程资源所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和地
区的风物人情。
　　为了能更清晰地理解“乡土资源”“乡土教育资源”与“乡土课程资源”几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
联系，我们通过下面两个例子加以详细说明。
　　崇明地处长江口，中华绒螯蟹（崇明人称“老毛蟹”）每年秋冬季都要顺河而下，洄游至长江口
产卵，次年的春季，幼蟹又会溯河而上。
这是崇明岛的一种乡土资源。
这种资源有多种属性，如“美味”的食物属性，也有“张牙舞爪”的观赏属性，但它也有潜在的教育
属性。
它可以被当作生物学科甲壳动物中的代表动物，学生也可以通过“老毛蟹”来学习当地的湿地生态系
统。
再如中国古代有句名言“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就是用蟹的行为来告
诫人们有了先天的优势条件，还必须要专心做事才能成就大业。
所以，它是一种潜在的乡土教育资源。
当在《生态崇明》乡土课程开发中挖掘了它的教育属性，作为课程活动内容时，它就是一种乡土课程
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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