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缘起

2001年教育部颁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提出：“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

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1]以后，

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课

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不仅打破了“国家统编教

材作为唯一课程资源”的传统观念, 而且为构建崭

新的既开放又富有活力的课堂发挥了促进作用。

伴随着课改的全面深入和实施，语文校本课程资源

的开发也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全日制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

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自然风光、文化遗

产、风俗民情、方言土语，国内外的重要事件，日常生

活的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2]33－34，这

一文件的颁布不仅拓宽了语文课程资源概念的内

涵和外延，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这一理念越来越受

到研究者的重视，目前人们对语文课程资源理论与

实践的研究正逐渐深入。然而地处祖国大西南且

拥有丰富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自然风光秀美、文化

底蕴深厚、民风民俗独特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而言，

在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还处于闲置状态，

开发的潜力巨大；加上人教版语文教材彝族文化方

面选文内容缺失等因素，愈益显现出开发当地优秀

彝族文化资源，让学生了解凉山彝族文化、历史，弘

扬和传承彝族文化精华的重要性，这是本文研究的

缘起。

二、凉山彝族文化资源的语文课程内容分析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

处，是一个古老、广袤、富饶的地方。它历史悠久，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央王朝就在此设置了郡县，历史

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司马迁、诸葛亮、外国旅行家马

可·波罗等都曾有在凉山游历、活动的记载。而彝

族是栖息于此的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这里人口

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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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在长期的生活、斗

争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

（一）凉山彝族文化内涵

《辞典》中对“文化”的解释说它是“人类在社会

历史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3]309，它随人类活动与时代变迁而发展。民族

文化亦是如此，它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

力之中。凉山彝族文化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异彩

纷呈，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宝库，也是其它各族人民

了解凉山，了解彝族历史发展、传统文化、民风民俗

的窗口所在。在彝族传统文化中，文学占据重要的

地位。其中口头文学是解放前彝族文学的主要形

式。彝族口头文学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神话，传

说，童话、民间故事、民间歌瑶，谚语、格言无所不

有，大都保存在各部史诗经典之中或流传于民间。

经笔者整理认为，能突出凉山彝族特色，并引入语

文课程资源的文化包括：凉山彝族口头传唱后经整

理出版的民间文学作品、以文字形式流传的史诗经

典、凉山彝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当代作家创作的

关于凉山彝民族的文学作品，还包括反映彝族民风

民俗的节日庆典、饮食习俗、建筑服饰特色等等。

（二）凉山彝族多元的文化

1. 凉山彝族史诗经典

凉山彝族也有四大名著经典，分别是《勒俄特

依》《玛牧特依》《阿嫫尼惹》和《诺苏尔比》。溯源经

典，彝族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其内容包括了“开

天辟地”、“创造生物”、“支格阿龙系谱”、“射日月”

等十几个部分，基本上由五音节诗句构成，间或杂

以三、七音节的诗句，曲折形象地反映了彝族先民

对自然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教育经典《玛

牧特依》，在彝语里“玛”意为教育、训导、劝说之意，

“牧”意为智慧、明智、优良之意，“特依”意为书、经，

“玛牧特依”就是“教育人们做事做人的经书”，也译

为《教育经》《训世经》等，是彝族民间口头文学的主

要代表，也是彝族道德文明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文化

遗产。还有反映彝族人民的真实生活、爱情和真善

美的《阿嫫尼惹》（汉语名《妈妈的女儿》）《阿惹妞》

（汉语名《我的幺表妹》）等抒情长诗；彝族格言《诺

苏尔比》；《毕摩经》以及对毕摩文化的发展起了重

要作用的大毕摩阿苏拉则的《指路经》等等。

2. 凉山彝族民间文学作品

凉山彝族民间文学作品是彝族人民世代口耳

相传，后经人整理辑录的作品，它广泛流传于民间，

经过百炼千锤，当中所记载的彝族传统文化精神内

涵深深植根于彝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彝族民间文

学作品内容丰富多彩，文体形式多种多样。如民间

神话《天地万物的起源》《神水》；民间传说《一代更

比一代聪明》《石尔俄特》；民间故事有表现团结就

是力量的《小青蛙历险记》，告诫人们考虑事情以大

局为重的《蛇头和蛇尾》；寓言故事《乌鸦为什么这

么黑》《狐狸和熊》等。

3. 凉山彝族当代文学作品

以古老的大凉山为创作背景，反映凉山彝族斗

争、生活、风貌、情感等方面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主要

有小说、散文和诗歌。如著名云南彝族老作家李乔

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个担架队员的经历》《破晓的山

野》(初名《大地在阵痛》)以及反映凉山彝族新生活

的长篇小说《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

风》，合称为《欢笑的金沙江》，这部作品是彝族作家

文学中长篇小说的首唱，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

位；同时还有凉山作家阿蕾的短篇小说集《嫂子》

《根与花》，散文集《春雨潇潇》《回望故乡》等；四川

诗人、小说家北来的长篇小说《大凉山往事》等等。

诗歌有诗人吴琪拉达的长诗《阿支岭扎》以及凉山

本土诗人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

想》《吉狄马加诗选》，吉俄伍沙的长诗《兹兹普乌和

阿普笃慕》，尔额拉则的诗歌《等待》等。

4. 凉山彝族民风民俗

欢乐喜庆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的礼仪活动、

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绚丽多姿的服饰建筑构成了

美丽的凉山风情，从生活中传承着凉山彝族的文

化。凉山彝族的重大传统节日有两个：一个是彝族

年，一个是火把节；彝族年凉山彝语称“库施”，是彝

族十分重视的节日；火把节，凉山彝语称为“都宰”，

是彝族人民传统的盛大节日，折射出彝民族火一样

的精神和性格。重要的礼仪活动如诞生礼仪、成年

礼仪；彝族特色饮食如“坨坨肉”、“荞麦烤粑”等；彝

族在服饰和建筑上也很有讲究，极力体现色彩与图

腾。

三、凉山彝族文化作为语文资源开发与利用
的方式

对凉山彝族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可以采

用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让当地

学生在学习、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凉

山，了解凉山彝族。

（一）成立凉山彝族文化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中心

为确保凉山彝族文化在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利

用中的合理性,深入挖掘切合当地学生学习生活实

际，并且符合国家教育要求的凉山彝族文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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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使之与国家统编语文课程在要求上保持一致,

建议成立一个由凉山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全权负

责的凉山彝族文化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中心。聘请

课程专家、高校彝族文化研究者、教研员、本地语文

教师等,对凉山彝族文化资源进行全方位鉴别、筛

选、整理、分析和解读,去粗取精，弃伪存真，抛弃保

守迷信的糟粕，使之符合教育学、心理学、语文课程

理论、语文学科的特点及国家要求。并充分利用互

联网，建立“凉山彝族文化语文课程资源库”的共享

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共享平台,提高对凉山彝族文

化语文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培训师资，强化教师教育文化素养

文化素养是每个专业工作者必备的基础性素

养[4]293。语文教师宽厚、扎实的文化底蕴是其具备多

元文化素养的必要条件。而语文教师在凉山彝族

文化课程的开发和利用上起着主导性、决定性的作

用，他们不仅是课程资源开发的鉴别者，还是实施

者，他们对凉山彝族文化知识的了解、积累和运用

的程度,决定着语文课程资源意义、价值的最终发

挥。作为“杂家”的语文教师文化素养越高，越能具

备将教材教活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可以说教

师的素质本身就是课程资源。因此，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培训教师具备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知识，掌握

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基本程序和操

作技能，使教师树立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提升教师

对彝族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感，使教师自觉投入课

程资源的开发当中。

（三）动员社会力量的支持, 积极开发各类教育资源

凉山彝族文化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离

不开各方社会力量在人、财、物力方面的支持与配

合。这样拥有课外素材和条件性资源的泸山、彝海、

马湖景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

州图书馆以及各类活动场馆、科技活动中心等都能成

为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活动基地。积极

动员、组织并联合各站点负责管理人员，提供优惠甚

至对学生参观学习的免票服务，为课程资源的学习、

利用和综合性实践活动课的开展提供便利。

（四）依据地方学生实际，开发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开发是呈现课程资源的媒介，课程资

源是进行校本课程开发的基础。凉山彝族文化资

源是语文课程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发挥凉

山彝族文化优势，以国家课程为标准，以地方课程

为依据，以学生个性发展为本，切合当地各校实际

开发语文校本课程《凉山彝族文化》，让凉山彝族优秀

传统文化在语文教育中被吸收和弘扬，让语文校本课

程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特点充分展示。同时鼓励教

师在课程教学设计上，切合实际多形式设计：如结合

语文课本对比教学或以选修课、综合性实践活动课等

形式进行；在课程评价上，因校、因生制宜，建立多元

评价体系，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价。

四、凉山彝族文化作为语文资源开发与利用
的意义

凉山州语文教育效果不显著，部分彝族学生厌

学、中途辍学，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与语文教材单

调,选文内容脱离当地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情况有

一定关系。因此开发凉山彝族文化语文课程资源,

尊重并着眼于凉山彝族地区每个学生的成长经历、

生活经验和民族文化背景，密切联系当地学生的生

活环境,对增进学生的学业成就，弥补国家统编课

程的不足，帮助学生从优秀的传统史籍经典、民间

文学作品、当代文学作品、民风民俗中了解认识凉

山彝族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成就，提高学生的语文

综合应用能力、实践活动能力、搜集信息的能力和

写作能力；从阅读彝族优秀作品中，学习、品味祖

国语言文字的精妙，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发展想

像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通过阅读、鉴赏和实践活

动，让学生具备多元文化素养和跨文化的沟通适应

能力。

总之，将凉山彝族文化作为语文课程资源进行

开发和利用，明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念，不仅

有利于学生在汲取历史的智慧中，养成积极乐观和

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他们

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还对传承凉山彝族优

秀传统文化，发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引导学

生以宽容开放的心态眼光，吸收和接纳凉山彝族优

秀文化，实现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相互尊重，最终

促进民族团结,达到语文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S].20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3-34.

[3] 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袁世全,李修松,萧钧,祁述裕,等.中国百科大辞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309.

[4] 叶澜.教育学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7):293.
（责任编辑：王明雯）

张兴沙：凉山彝族文化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