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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化视域下凉山小学校语文校本教材的建设与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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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凉山彝族自治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特色、美丽的风景以及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特性为当地小学语文校

本教材的建设和研发提供了独特的素材。在“新课标”指导下，充分挖掘凉山优秀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扩充小学语文内容，提

升小学生语文素养；同时通过传承本土优秀文化，引导学生树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意识，培养学生的乡土情结、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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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in Liangsha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Outstanding Culture

XIE　Yali
（Xichang Minzu Preschool Teacher College，Xichang，Sichuan，615000 China）

Abstract: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boasts a wealth of historical，cultural，ethnic，natural and unique red cul⁃
ture resources. These features offer distinctive materi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n local primary schools.Under guidanc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we can fully ex⁃
ploit the outstanding regional and ethnic culture of Liangshan to enrich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content and en⁃
hance pupils’linguistic literacy.Meanwhile，by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outstanding local culture，students are guided to 
develop a sense of love for their hometown and commitment to its development，and to cultivate their feelings for their 
home places and mo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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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新课标的概述和解读

（一）新课标的出台背景和主要目标

新课标是教育部门对教学大纲和教学标准的

一次重大改革，目的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优化

教育教学内容，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在科技飞速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

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对人才培养目标的

需求在变化，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

育教学理念也在发生改变，更加强调学生主体地

位、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注重实践能力和探究能力

的培养［1］。
2022年出台的新课标，是语文教学变革的历史

逻辑与应然走向，它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新课标的主要目标是通

过改革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更加注重学生的

个体发展和差异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同时也强调学生的

全面发展，旨在通过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

作学习能力和探究学习能力，使学生在知识、技能、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在具

体教学中，主要体现在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包括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文化理解能力、思维品质

和情感态度等四个方面。这一转变突破了传统的

知识传递模式，强调了学生主体性，倡导学生通过

实践活动进行知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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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是教育改革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语文教育不再只是传授语言知

识，而是要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思考、交流、创新

的能力，这就要求语文教育要向素质教育转变，语

文课程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此外，新课标的出

台也是响应国家关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部署。

新课标是对原有语文课程标准的全面改革和

升级。新课标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

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情感态度、文化素养等综合

素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策略［2］。
新课标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提倡学生主体性，

强调实践活动和生活实际的结合，这都是为了更好

地实现教育的目的，培养出既有知识技能，又有良

好品质的人才。

新课标代表了我国语文教育的新起点。新课

标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

质量，培养出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学生。

（二）新课标在不同学段的具体要求

新课标在不同的学段设定了不同的教学要求，

以适应学生在各个阶段的学习需求。这些要求都

围绕着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体现了从知识传

递到知识建构的教育理念。

在 1-2 年级阶段，新课标强调培养学生的基础

语文能力，如听、说、读、写的基础能力。此外，还注

重引导学生建立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积极

主动学习的态度。新课标鼓励教师采用生活化、情

境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实际的语境中学习语

文，使他们能够理解和掌握语文知识，同时也能体

验到学习的乐趣。

在 3-4 年级阶段，新课标开始注重学生的语文

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比如阅读理解、写作和表达

等。同时，教师需要进一步引导学生拓宽阅读领

域，阅读更多的书籍和文章，提高他们的阅读水平

和审美能力。在书写方面，除了继续强调字迹的规

范之外，还要教导学生如何组织和表达思想，进行

简单的文章创作。此阶段的教学方法应更加注重

启发和引导，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的能力。

在 5-6 年级阶段，新课标对学生的要求更为全

面，旨在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尤其是阅读、

写作、表达等综合语文能力，以及逻辑思维的培养。

这一阶段的学生需要阅读更为复杂的文章，了解更

深入的文化知识，提高写作技巧，能够用语文表达

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教师需要通过各种教学方法

和技巧，如研究性学习、讨论式教学等，帮助学生主

动学习，加强思考，提高语文素养。

（三）新课标在民族地区的解读与分析

新课标对原有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进行了

深度变革。新课标更加强调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和对语文的深入理解，而非传统的知识灌输模式。

这种转变对所有学生，包括民族地区的学生，都提

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对于民族地区的学生来说，

新课标更强调素质教育和全面素质的提升的理念，

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发展的机会。新课标

强调语文人文素养的培养，落实以德树人的教育目

标，这意味着民族地区的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

中，不仅需要掌握语言文字的技能，还需要在思想

品质和情感态度上得到提升。

新课标更加重视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乡土情

怀。在教学实践中，新课标鼓励教师引导学生了解

和尊重各种文化，包括他们自身所处的民族文化，

让他们在了解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

能够尊重和理解其他文化。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也有助于培养他们的乡

土情怀和家国情怀，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豪感。新课标的实施，促使教育更加注重学

生的全面发展，从知识技能的培养上升到道德品质

的塑造和文化认同的培育。这种教育理念和教育

目标的变革，将有助于我国教育质量的提升，培养

出更全面素质的人才。对于民族地区的学生来说，

新课标无疑将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帮助

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更好的成就。

二、校本教材和统编教材的关系探讨

（一）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的关系

校本教材和统编版教材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它们在教学中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关

系是一种均衡和互补，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首先，统编版教材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教材由

国家组织专家集中编写，具有强制性、全面性和基

础性。统一的国家教材确保了全国范围内的教育

水平和质量的一致性，这对于保证教育公平性、提

升全民素质，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具有重要的作

用［3］。但同时，统一的国家教材无法充分满足不同

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这是其固

有的局限性。

校本教材为统编教材提供补充。校本教材关

注的是校本特色，强调学校的自主性和本土性，因

此它能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它

通过引入本土文化、历史、风俗等本土性知识，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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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在学习中产生更大的兴趣和

投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4］。校本教材也可以

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促进教师教学

改革和创新。

校本教材与统编版教材并不是互斥的关系，而

是互补的关系，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各有优点，但

共同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统编版教材提供了教育的基础和主干，校本教材则

根据具体的教育环境和学生需求提供了丰富的补

充和扩展。在实际应用中，教师应充分利用两种教

材的优点，灵活掌握和运用，形成统编版教材和校

本教材的有机整合，使教材真正成为教与学的桥

梁，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5］。校本教材与统编版教

材是相互补充的教育资源，两者之间的有效整合和

应用，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和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具有重要意义。

（二）校本教材编写基本原则

        首先，明确统编版教材的核心目标和教育要

求。统编版教材在内容上，主要是围绕基础教育课

程标准，结合教育阶段、年级特点，全面系统地展示

和解读相关学科知识，这些知识是全国学生都应该

掌握的，包括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基本

素养等［6］。其次，结合凉山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和历

史进行校本教材的编写。在语文教材中，可以收录

一些凉山地区的民间故事、民族传说、诗歌、寓言

等，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了解和感受自己民

族的文化。在历史教材中，可以介绍凉山地区的历

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化等，以增强学生对自身

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7］。再次，尝试让学生参与

教材的编写。邀请学生收集和整理有关凉山民族

地方文化及历史的素材，或者写一些关于凉山民族

文化的故事、短文、诗歌等，这样既能充实教材内

容，又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最后，教师

结合实际情况，既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又注重地

方文化的引导，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

凉山文化的魅力，同时也充分理解和掌握统编版教

材的基础知识［8］。编写校本教材不是为了取代统编

版教材，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的本土化和个性

化，使学生在学习统编版教材的同时，更好地了解

和感受到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从而培养出对自

己家乡、民族有深深热爱和自豪感的一代新人。

三、凉山小学语文校本教材的资源挖掘

（一）彝族文化

彝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的广西、贵州、云南、

四川等省区，支系众多。其中，四川地区的彝族主

要集中在凉山。他们历史悠久，拥有自己的文字及

史诗。彝族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信仰和习俗。他

们信仰自然，崇拜祖先，有着丰富的神话和传说。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有自己的特色。比

如，彝族社会是母系社会，妇女地位较高，他们的家

庭结构和婚姻制度也有自己的特色。彝族的文化

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语言、文字、艺术、音乐、舞蹈、

建筑、服饰、饮食文化等。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

语族彝语支，有自己的文字——彝文。彝族艺术丰

富多彩，特别是绘画、雕刻和编织艺术。彝族音乐

和舞蹈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彝族打歌、彝族刀舞等。

彝族的建筑、服饰和饮食文化也是彝族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他们的建筑既有实用性，又有美学价值；

彝族服饰色彩鲜艳，图案独特，体现了彝族的审美

观；彝族的食文化则体现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和食物

观。另外举世闻名的彝族火把节以及丰富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都可以丰富教材的内容，也可以

帮助学生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彝族的神话与传说是包含了彝族人民对于天

地万物、人类社会、自然现象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

解读。彝族神话与传说不仅包括对宇宙起源的描

述，也涵盖了人类起源、万物产生、洪水泛滥以及人

与鬼神斗争等主题，同时也描绘了社会文化发展的

历程，包括氏族的形成与发展、生产工具的发明、婚

姻制度的变迁以及婚俗的形成等。这些神话与传

说在口头叙述的形式中流传，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

色，对于理解彝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的价值［9］。此外，这些神话与传说也揭示了彝族

的生活习俗、风俗信仰，以及彝族人民对于自然现

象的解读和理解。

毕摩文化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基，

它反映了彝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毕摩文化涵

盖了彝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地理、历史、道德

法律、哲学、习俗、语言文字、农牧业、医药、建筑、艺

术、文学等，具有源头性及“百科全书”式的价值。

它赞颂学识和贤能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彝区人民重

视教育和优良品德的思想；在纵向的师徒系统传承

与横向的大众教育与传播中，发挥着将彝族传统文

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保护着凉山彝族传

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是凉山彝族文化认同的关键

因素。介绍这些，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传承自己的

民族文化，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养，并

促进民族融合。

凉山彝族服饰的独特美学，是凉山文化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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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优势。这些服饰的设计和制作深受自然和历

史环境的影响，展示了凉山彝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

方式。服饰的色彩、纹案和款式，体现出彝族人民

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理解和艺术表现。凉山彝族

服饰的审美文化是凉山文化资源的一大优势。它

以其独特的色彩、纹案和款式，展示了凉山彝族的

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10］。这种独特的审

美文化，不仅提供了了解彝族文化的重要窗口，也

为研究和保护民族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将凉

山彝族服饰的审美文化引入小学语文教材，既可以

帮助学生了解和欣赏彝族的独特文化，也可以培养

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彝族饮食文化是彝族独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反映了彝族人民的生活哲学、审美情趣和社会

行为等。彝族饮食文化有其鲜明的特色，其形成和

发展主要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状况和历史

传统等因素影响。在口味上，彝族人民喜欢吃酸、

辣、麻、香的食物，这些口味既适应了自然环境，又

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彝族饮食文化

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彝族人民

的生活哲学和审美情趣，又体现了他们的人文精

神。彝族饮食文化的内容在编入凉山小学语文的

校本教材中，可以作为了解民族文化，以及学习礼

仪规范的重要部分。

（二）红色文化

长征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凉山地

区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军事和政治活动，包括巧渡金

沙江、会理攻坚战、会理会议、甸沙关和半站营战

斗、德昌北上、西昌召开的礼州军事会议、泸沽分兵

经过喜德、越西、甘洛飞兵奔袭大树堡、红九军团佯

装主力掩护部队等。这些活动在红军长征的整个

历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红军的足迹遍布凉山 8
个县 1 个市，包括会理、宁南、德昌、普格、冕宁、喜

德、越西、甘洛和西昌市。红军长征在凉山的总行

程达到了 800 余公里，约占红军 25 000 里长征总行

程的 6.8%。在凉山，红军与当地彝族人民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彝海结盟是我党民族政策的第一次伟大

实践。此外，红军还在冕宁成立了进入四川后的第

一个红色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这些红色

文化活动深深烙印在凉山的土地上，为了记住这段

历史，凉山建立了会理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冕宁县

红军长征纪念馆、彝海结盟纪念馆、红色冕宁纪念

馆等革命文物主题纪念馆。将凉山红色文化编入

小学语文校本教材，对培养学生的爱国观有着重要

的意义。

（三）科技薪火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重要的航天发射基

地。它是我国唯一使用液氢低温推进剂的发射基

地，自 1970年组建以来，发射次数最多，也是对外开

放最早、发射轨道最高的航天发射中心。这里也是

“北斗”和“嫦娥”卫星飞向太空的唯一母港，以及我

国所有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发射基地。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的资料中充满了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是

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材料，编入凉山小学的校本教

材中，提升学生对航天科技的认识，增加对我国航

天事业的了解。

四、结合新课标融入地方优秀文化开发小学

语文校本教材的策略

（一）第一学段小学语文校本教材的编写策略

新课标根据第一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制

定了本学段语文学习的目标：识字、写字方面，培养

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激发学生主动识字、写字的

愿望。认识 1 600个左右的汉字，会写 800个左右的

汉字。同时通过学习运用汉语拼音，独立认字也是

本学段学生应掌握的重要技能。阅读方面，主要阅

读浅显易懂的童话、故事、寓言，诵读儿歌、儿童诗

等。口语交际方面，运用普通话，较完整地讲述小

故事。

根据新课标的目标设定，本学段语文校本教材

可设计为绘本。“绘本阅读”是学龄前孩子阅读的主

要形式，它以精美、生动、多彩的图片吸引孩子，激

发孩子的阅读主动性。第一学段本就是儿童由碎

片化学习进入系统学习的过渡时期，绘本阅读的形

式更能得到学生的喜爱。根据学生的发展特点和

学习能力，本学段的校本教材可选取彝族的传说故

事、饮食文化、地方传说、地方歌谣等为主要内容，

绘制色彩丰富，生动有趣的内容图片，编写短小浅

显的附带拼音的内容文字，让学生进行自主阅读；

同时设计一些民族或地方元素的场景图画如“欢乐

火把节”“彝家过新年”“彝族的起源”等，引导学生

进行说话、写话训练。本学段的校本教材既要强化

学生的识字训练，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

的口语表达能力，也让学生对于家乡文化有初步

了解。

（二）第二学段小学语文校本教材编写策略

新课标根据第二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制

定了本学段语文学习的目标：识字、写字方面，要求

学生对汉字学习有浓厚的兴趣，认识 2 500 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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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字，可运用查字典的方法独立识字。阅读方

面，学生应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的能力，能根据上

下文，理解重要词句的意义，初步把握文章的内容，

体会作者情感。在习作方面，学生应乐于表达，运

用积累的语言材料进行习作。综合性学习方面，结

合学习，观察社会、自然，表达自己的观察所得。

根据“新课标”的目标设定，本学段语文校本教

材可以彝族文化、地方名胜、自然风景、航天基地等

为主要内容，设计主题探究式学习。如引入关于西

昌“四牌楼”历史变迁的文章，介绍“四牌楼”的地理

位置，形态式样、楼梯布局、供奉菩萨、拆除时间及

原因等，并设计思考题，如“四牌楼”的楼梯有怎样

的特点；四牌楼拆除的原因是什么；你怎样用发展

的眼光去看待四牌楼的历史变迁。教材中还可设

计与家乡有关的习作练习，如介绍美丽的西昌城、

古老而神奇的彝族漆器、文昌故里——越西等。第

二学段语文校本教材的开发旨在落实“新课标”对

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培养目标，同时拓展学生对于

家乡优秀文化的了解。

（三）第三学段小学语文校本教材编写策略

新课标根据第三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制

定了本学段语文学习的目标：识字写字方面，学生

累计认识 3 000 左右常用汉字。阅读方面，要求学

生阅读达到一定的速度，扩大阅读内容，拓展知识

面。阅读理解能力有较大提高，对文章字句、大意、

作品创作等方面有准确的认知并对作品 ji'shi有自

身阅读感受。习作方面，学生能写简单的记实作文

和想象作文。综合性学习方面，学生能利用图书

馆、网络的等途径获取信息，解决问题。能够策划

简单的社会活动，并对活动进行讨论、分析、总结。

根据新课标的目标设定，本学段语文校本教材

可以彝族文化、地方红色文化、航天科技等为内容，

设计研学探究式学习。如介绍凉山的红色文化（中

央苏区到西昌、红军取道德昌北上、红军长征过西

昌、彝海结盟）等，并设计相应的思考题，如红军在

凉山做了什么，你有怎样的看法；中共地下党是如

何迎接红军的，他们做了些什么；从红军的身上，你

学到了哪些精神品质；了解了红军故事，你认为应

该如何对待今天的美好生活。教材中还可设计一

些学生的社会活动，如让学生设计参观彝族奴隶博

物馆的研学活动，由学生拟定活动方案。还可设计

关于我国航天事业、彝族同胞一步跨千年等内容的

习作和演讲，让学生自主查阅资料，完成任务。第

三学段校本教材的开发，一方面配合部编教材，加

大加深学生的识字量，加强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水

平，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进一步训练学

生的写作、表达的能力，从而为学生进入第四学段

的学习夯实基础；另一方面，校本教材更加深入、全

面地介绍凉山地区的优秀文化，让学生对家乡的文

化产生热爱之情，树立文化自信。  
五、结论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 
年）》指出，教材的核心功能是育人，要重点凸显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总体国家安

全观教育。凉山小学语文校本教材编撰在实践中

面临诸多挑战，如深度挖掘彝族、红色文化和自然

资源等凉山特色文化；以及应该更加注重对学生主

动参与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新课标背景下融入本

地文化资源的小学语文校本教材的编写，既丰富了

语文教学的内容，也提升了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在

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热爱家乡，传承民族文化，厚

植乡土情怀，实现以德树人的教育根本目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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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探析……………………………… 胡江东 （3·65）
多中心治理视域下社区养老服务困境检视与路径优化——以安徽省B市为例 … 史纯纯,高新宇 （3·74）
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 王　艳,陈思颖 （3·82）
开放保险框架与汽车保险企业价值链研究 …………………………………………… 郭金龙,孙晋（4.44）
商业保险在养老金第三支柱中作用的国际比较研究 ……………………………………… 周华林（4.55）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互助式养老服务的体系构建 …………………………………………… 许剑鸣（4.63）
教育与教学研究

元宇宙赋能未来新闻传播教育及其带来的挑战 ………………………………… 代晓利,刘　敏 （1·116）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政策议程解析 ………………… 李郅婷,安宝珍 （1·123）
应用型高校参与式教学模式探究——以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为例 ……………………… 马庆霜 （2·113）
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下工科学生法治素养培养研究 …………………………………… 余　滢 （2·119）
教育公平视角下中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研究 …………………………………… 游　达,吴慧娴 （2·124）
教鞭的革命：智能课堂语境下的思政教师主体重建之思 ……………… 张耀天,王　杰,毛　婧 （3·110）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 陆书建,赵雅芝 （3·116）
回流儿童教育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现象学案例分析的视角 …………… 艾瑞雪,周兴国 （3·12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特征与路径构建 ………………………………… 马德益,龙雅婷（4.112）
OBE理念下英语阅读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探究 ………………………………………… 余庆,胡竹（4.119）
优秀文化视域下凉山小学校语文校本教材的建设与研发………………………………… 谢雅丽（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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