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序

2009 年 4 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教育：生命性与乡土

味》一书。此书主要收录了 2000 年至 2008 年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或研究报告。本书收录了 2009 年至今公开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

这四年，我经历了很多，参加了上海市普教系统卓越校长人大附

中刘彭芝基地班为期近三年的学习；在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的支持下，

组建了“上海市中小学乡土课程研究基地”，把很多精力投到了“乡土

课程”研究上；对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改革发展也作了一些新的改革实

践与思考。本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我的工作足迹。

在本书整理中，感觉有欣慰也有遗憾。让我觉得欣慰的，一是

“乡土课程”改革实践项目得到了较扎实的推进。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乡土课程专家指导团，每月来崇明一次的指导活动，为这项改革推进

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智力支持力量。崇明县教育局不仅在政策上，而且

在经费上为此项目的推进创造了很好的支持性环境。我们的研究团

队不仅出版了《乡土课程理论与实践》一书，我还发表了一批较有质

量的论文，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上海市教委颁发的第十届教育科研成果

二等奖等奖项。更让人高兴的是，一支乡土课程研究的学校队伍、学

科队伍与教研队伍逐渐成熟起来，这使我相信此项改革一定是可持续

的。二是这几年我对进修学校改革也有了较多的实践与思考。本书收

录的八篇论文，是对此的一种真实记录。遗憾的是对课堂教学生命性

的研究有些不足。

本书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版块，记录了我二十多年来对“乡土

课程”实践的研究足迹与领悟。第二版块，比较全面地记录了这四年

来我在“乡土课程”上的所思、所想、所为。第三版块，记录了我校改



革实践的足迹与其中的一些心得体会。第四版块，是跨越时间的，对

教育的一些感悟。第五版块，记录了工作岗位上的点滴感想。

希望本集子的出版能给“乡土课程”改革实践者带来一些启示，

对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到底如何发展提供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话题。

 宋林飞

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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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路历程
● 扎根“泥土”：催生教育的芳香





扎根“泥土”：催生教育的芳香
（发表于《现代教学》 2010 年第 12 期）

[ 教学思想、风格 ]

● “泥土”里，有真情、有真知、有真味，蕴藏着教育的生命性。

● 扎根泥土，更可能使教育呈现崇高、使课程散发芳香、使教学

彰显活力。

我是一名农民的儿子，当过两年多的农民，八年多的乡村生物教

师，1990 年后，先后主持或参与了 6 项有关“乡土教育”的市级课题

研究。多年的实践让我深切地感到：只有真情地扎根于家乡这块“热

土”，课堂教学的生命之树才能常青。

一、 “泥土”中蕴藏教育的生命性

跨出教室、走出校园，让学校教育主动拥抱家乡这块热土，我们

的教育会呈现更强的生命活力。这块土地，会滋养学生的人格、磨砺

学生的智慧，会给理性的“书本世界”增添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的感

性生动。

（一） 泥土中有真情

2008 年 11 月份的一天，我带着一批初中学生来到绿华镇的一个

柑桔园。学生为眼前一片丰收的“橙色”而惊羡。与农户进行了一系

列对话后，他们才知道：这里的学问真不少。了解到了今年的桔子每

公斤只卖 5 毛钱，出现了丰产但经济上不丰收的现象及其一些原因；

接触到了“品牌”、“市场”、“新品种引进与培育”等概念；也与农户探

讨了桔园生态养鸡等课题。让学生投入到火热的现代农村社会生活

中，触摸到社会发展真实跳动的脉搏，这是促进学生社会化的需要：

了解村民委员会的产生过程与运作机制，会激发他们对社会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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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了解现代农业生产（集约化、生态化等）与经营，会催生他们

探索科学种田奥妙、现代经营模式的兴趣；了解家乡的人、家乡的事、

家乡的宝（资源与发展优势），会滋养他们浓浓的家乡情；感知乡村现

实文化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目标之间的差距，了解村民还不太富裕的

生活状态，会激发他们振兴家乡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 泥土中有真知

“科技与农业”乡土课程中，为了形象地显现酸雨的危害性，有这

样一个教学设计：配制“酸雨”，然后，组织学生到青菜田地作了对比

试验。但结果却大煞风景：被喷酸雨的青菜不仅没有萎蔫，反而长得

更鲜灵挺拔。我们以这一意外现象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性学习

活动：不同生长期青菜对“酸雨”敏感性的研究、“喷酸雨”与“浇酸

雨”对青菜生长影响的研究等。与教科书中的经典实验情境不同，由

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原始情境中的因果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各因

子本身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因此，这类动手体验活动的学习，更偏向

于“研究性学习”方式，对学生的智慧挑战也更高。这类探究学习活

动对促进学生智慧的发展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三） 泥土中有真味

无氧呼吸，这是一个比较抽象而难懂的知识。崇明现在还有不少

家庭依然保留着做“甜酒酿”和“老白酒”的习惯，学生亲身体验做酒

的过程，很直观真切地理解“酵母”发酵的过程与原理，原本生涩、枯

燥的学习就变得生动、亲切而饶有兴味。农村孩子每时每刻都在呼吸

着乡村的空气，沐浴着乡村的阳光，在这块土地里滋养长大，因此，一

定带着“泥土味”：相对朴素的情感，较浓的亲情味，多少带有点乡村

父母的思维特点、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乡村生活中所积淀的认知结

构等。事实上，孩子身上所散发出的这种乡土味，是极其重要的教育

资源。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抽象的书本知识的学习只有与学生原有

的认知结构发生实质性联系时，有意义的学习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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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泥土”催生教育的芳香

我的“乡土教育”实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教师角色下的自发

探索（1982—1990 年）：那时，我是一位乡村生物教师，在课内注重理

论联系实际的同时，课外还先后带了“黄鳝人工饲养”“食用菌栽培”

等兴趣小组。教研员角色下的专题研究（1990—2005 年）：在孙妙英

老师带领下，闯出了一条农村中学“三园教学”（校园、庭园、田园）

改革之路，被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列为生物学科重要教学模式之一。行

政角色下的组织策划（2005 年至今）：在教育局行政的领导下，为创

建“生态教育”品牌，我组建了“崇明县生态教育研究所”“崇明县生

态科普协会”“崇明县乡土课程研究工作室”；带领课题组设计了区域

性“生态教育”课程系列，探索着乡土课程的教学实践模式，勾画并实

践着相关配套条件的建设。二十九年的“乡土教育”探索实践之路，

让我坚信：扎根“泥土”，可以催生出教育的芳香。

（一） 催生使命的崇高

学校是区域社会结构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社区不断地

进行着信息、观念、资源、人员（尤其是新生进、毕业生出）的交流，

彼此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和发展上的互动性。在社会转型时期，学

校教育对社区文化的演进理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学校教育真正地去

拥抱家乡这块热土，更能彰显其使命的崇高。

生态岛建设的发展定位要求崇明加速步入生态文明社会。学校是

所在乡镇的文化高地，理应成为乡村文化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辐射源，

并肩负起主导、引领的职责。崇明不少学校创建了绿色校园，即师生

增强了环保意识，养成了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

包括节能节水、绿色消费等，同时，通过“小手牵大手”“科普早市”

等活动，尤其是一代代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毕业生走进乡村等途径，

积极地作用于这种乡村文化的演进过程。

“崇明山歌”是一种很优美的民间艺术体裁，但今日的崇明孩子

几乎没有人会唱，甚至根本就没有听过。我们把它开发成乡土音乐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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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搬进了课堂，并且以今日崇明人的新生活为内容，对传统的歌词

进行了创编，学生学得有兴趣，也特别有亲切感。它的重要意义在于

抢救了这种民间艺术，传承和发展了本土文化。

（二） 催生课程的创造

新课程改革方案中把部分的课程建设权还给了各区县、各校和每

位教师，教师不再只是课程的忠实实施者，也更应该是课程的主动建

设者和创造性的实施者。在基础型课程空间里，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

方式对课程内容作本土化处理，使之更具活力；在拓展型课程空间里，

把乡土教育资源作为开发重点之一，使之增添了“泥土味”；在研究型

课程空间里，把家乡这块热土作为研究对象，使之多了一份责任意识。

崇明这块土地上有很多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多数是以原始态存在

的。当我们的教师试图把它们开发成课程时，却常常因为专业知识的

缺乏而无从下手。为改变这种状态，确保乡土课程内容的科学性，我

组织开发了《生态崇明》乡情教育读本，从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文

化生态上，对崇明岛的生态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整理研究，此项成果后

被上海市科委确认为“上海市科技成果”。随后，又策划并主持筹建

了“崇明县生态科普协会”，把岛内外从事崇明生态研究的专家组织起

来，对崇明生态的 15 个专题进行了更有深度的解读与研究，组织了生

态科普“进百校、讲百课”活动，并结集出版了报告集。虽然这两项成

果不直接面向学生，但它们为各校科学地开发乡土课程作了积极的前

期准备。

近年来，由我主持策划开发了三套区域性乡土课程。一是经上海

市中小学课程教材审查委员会通过的，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科技与农业》实验教材。二是被教育局纳入课程计划的，由上海远东

出版社出版的《生态崇明》初中乡情教育实验教材。三是由崇明县科

协、县教育局、县环保局联合组织编写的，由上海教育出版社版出版

的《崇明县生态科普教育基地活动指南丛书》。此外，我还参与了由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综合学习与实践》等多套乡土教材的编写工作。

这些乡土课程的问世，有力地推进了区域性乡土课程的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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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催生教学的活力

乡土教学活动的活力，来自于教学目标的拓展，即三维目标中增

添了爱家乡、对家乡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未来新农村的生存与

适应能力，对家乡优秀文化的传承，对乡村文化发展的引导等；来自

于教学内容的本土化处理，即不再只是“刻板”的教科书上内容，而是

要强调与学生经验世界、与乡村生活世界的沟通，使理论学习有更多

感性经验的支撑；来自于教学过程的活化，即在教学过程的推进中，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不断地生成出新的教育资源、教学目标和

教学过程，更能呈现动态生成的特征；来自于组织形式的丰富，即不

再只是关门上课，更提倡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开展现场教学；来自于师

生关系的民主平等，即把学生的原有经验与智慧本身作为重要的教育

资源，课堂中学生更具有主体性；来自于课堂时空的延伸，即关注课

前准备、课中教学与课后延伸活动的整体设计。

多年来，我们探索了多种乡土课程教学活动模式：（1）基地体验

活动模式。校内准备：学生通过基地活动教材等了解基地资源概貌；

从教材提供的活动专题中自主选择，形成不同的探究活动小组；以小

组为单位，了解每个方案的大致内容与要求，作好角色分工。基地活

动：一类是按照教材上的方案活动，并完成学习单；另一类是在活动

过程中，学生自己生成研究性学习的新课题。课堂交流：把探究学习

的初步结果作交流研讨，学会把学习成果准确、规范地表达出来，与

他人共享。（2）“大课堂”模式：把课前准备、课堂教学与课后延伸性

实践活动作一体化整体设计。以课堂学习为主体，但学习的准备可以

在课堂外，如先作社会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作为学习内容等；也可以

把课堂所学知识、技能向课外作延伸性实践活动。（3）实境微型化课

堂模式：利用多媒体或微型实境（如盆栽等），把社会生活、生产活动

搬到课堂中的学习。这种模式可以较好地解决社会实践活动场地有

限、路途较远、耗时太多、季节时限等因素无法实地体验的问题，实现

跨时空的校园学习与社会生活的一体化。

“泥土”里，有真情、有真知、有真味，蕴藏着教育的生命性；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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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泥土，更可能使教育呈现崇高、使课程散发芳香、使教学彰显活力。

我爱家乡这块热土，更爱把它与教育有机地融合起来、互动起来，对

农村学校如何实施素质教育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 案例 ]

催生岛上古树资源的教育芳香

2005 年，当我们准备利用岛上古树资源，开发乡土教材时，深感

无从入手，而且说不清楚崇明岛的古树教育资源究竟是怎样的。为

此，我来到崇明县园林管理署，请教了相关专家，随后，用约六百字的

篇幅介绍了岛上古树资源的概况，并把它收录到我主编的《生态崇明》

乡情教育读本一书中。但实践证明，这些资料对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参

考价值是有限的。

随后几年里，我对已经记载的全部古树进行了走访与拍摄，收集

并整理了相关古树的故事等资料，写下了《访滧村古树》等专题游记。

再在县园林署、县农委林业科专家的帮助下，写下了《见证历史的生

命年轮——崇明岛上的古树、古树后续资源》一文。全文有一万多字，

这是迄今为止对岛上古树所作的最系统的整理研究。此文收编入我主

编的、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崇明县生态科普报告集（一）》。

上述两个成果正以三种形式作用于教育活动：一是赠书给全县各

中小学学校，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科学性基础；二是改编成了《生

态崇明》初中乡情教育区域性实验教材中的一部分，在全县各校使用；

三是作为生态科普“进百校、讲百课”活动内容之一，直接向师生宣

传。2008 年 12 月，我到崇明县大新中学、大同小学等学校作专题科

普宣传，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通过我的努力，把岛上古树资源开发成了宣传崇明生态、普及环

保理念的重要课程，演绎成了生动的教学活动。

[ 相关链接 ]

宋林飞 . 教育：生命性与乡土味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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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飞 . 综合实践课程：初中理科课程的县级综合 [J]. 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

宋林飞 . 生态崇明 [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宋林飞 . 崇明县生态科普基地活动指南丛书 [M]. 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2008.





二、 课程乡味
● 乡土课程的特征、时代内涵与发展定位

● 崇明县中小学乡土课程区域性实践探索

● “生态崇明”系列课程实践研究

● 乡土课程实践：二十年探索性实践的总结

● 农村初中“三园教学”实践与研究

● 生命科学课程实践中的“乡土”行动

● 为校本课程注入五大支持力量

● 课程保障：校本课程的区域支持性环境

● 引入社会智力资源 丰富学校课程文化

● 见证历史的生命年轮

相关链接
● 崇明县社会教育资源，《上海教育》，2009 年 2AB 合刊。

● 生态崇明，刊于李惠康主编《上海市教育课程指导性大纲》，上海高教电子
音像出版社，2010 年 5 月。

● 社会智力资源的课程价值及其利用模式，《双名工程通讯》，2010 年第
4 期。

● 区域乡土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刊于尹后庆主编《为了每个学生的终身发
展——上海市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0 月。

● 乡土课程的特征、类别及其时代内涵，《新课程》，2011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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