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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乡文化特色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现状与对策思考
黄美娟

（南宁市职业教育中心，广西 南宁 530011）

摘要：地域传统文化是社区教育重要的课程资源，社区教育

也承担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壮乡文化应该是广西

社区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广西的社区教育也应承担着传承壮乡

特色传统文化的重要职责和使命。本文将从建设现状和下一步对

策探索两个方面来探索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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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社区教育应当传承和发展壮乡文化

“教育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是文化产生和发展不可或缺

的因素，教育的过程承担着重大的文化传承使命。作为教育类别

之一的社区教育，也应承担着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是传统文化

传承的重要途径。

（一）社区本身有传承传统文化职责

我国古籍中“社”，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日子以

及祭礼，“社”本身就蕴含着文化传承的活动。

（二）社区对传承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

社区教育，因其“社区性”，“能把传统文化的传承同生活生产、

休闲娱乐，风俗仪式等连接起来，更符合社区成员的发展需要”

因此，综合传统文化和社区的特点，以社区教育为载体，更有利

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有利于培育和传承民族精神。

（三）社区教育具有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

要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对社区居民进行文明教育活动的

内容，继承和发展地域特色传统文化，使该地域的优良文化传统

代代相传、继承创新。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社区教育可相得益彰，传统文化是社

区教育的重要资源，社区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

作为壮乡的广西社区教育也理应承担起传承和发展壮乡地域特色

文化的职责。

二、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的现状

课程是开展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样，广西社区教育中壮

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以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为依托，课程

建设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区教育质量和速度。那么，

广西的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的现状如何呢？课题组对南宁、

桂林等九市和龙胜县通过发放问卷和访谈的开展进行调研。调研

结果如下：

（一）大部分地市有意识地在社区教育中融入壮乡文化

从总体上，目前广西多地大多有意识地在社区教育融入壮

乡文化元素，以传统文化节日为契机，以社区教育为载体开展

壮乡地域特色文化的传承的发展活动。比如，龙胜县，乐江乡

宝赠社区学习中心的祭萨节、平等镇广南社区学习中心的古楼

节、马堤乡芙蓉社区学习中心的粽粑节、龙脊镇平安社区学习

中心的开耕节、泗水乡白面社区学习中心的红衣节、伟江乡的

跳香节、江底乡的盘王节、龙胜镇的龙舟大赛及民族文化遗产

传承展等都是该县社区教育的重要活动内容；南宁市一职校的

广西美食大讲堂，开设有广西特色美食文化的宣传和制作培训，

有凉粽、艾叶糍粑、五色糯米饭、老友粉、粉饺、田螺鸭脚煲等；

邕宁区的花婆节、亘家米食文化传承、点米成画，江南区的唱

响平话山歌，青秀区的八桂壮乡小戏台，四职校的壮锦制作，

六职校的铜鼓文化等项目都是挖掘广西的地域特色文化资源来

开展，活动项目深受居民喜爱，对壮乡文化的宣传与传承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

（二）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未成体系

目前壮乡文化是广西各地社区教育的一个重要教育资源，但

是，壮乡文化也只是作为社区教育活动的内容之一，零星地开展

壮乡文化传承活动，各级社区教育管理部门、教学机构还没有意

识地进行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的建设。壮乡文化能融入于社区

教育的内容远远不止目前所开展的，仍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完善，

开发出一系列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社区教育课程。

三、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的对策思考

从现状看，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的建设仍任重道远，那么，

对于广西而言，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该如何进行建设？这涉及

到建设的理念、谁来建设、如何建设、如何实施、如何评价等问题，

根据这几个问题，笔者认为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探讨壮乡文化社

区教育课程的建设问题。

（一）强化壮乡特色文化课程建设意识

课程建设是社区教育教学的中心环节，对提高社区教育质量

具有关键性意义。而社区教育课程体系包括核心课、通识课、地

方特色课等多方面。壮乡文化课程属于广西地方特色课程的重要

内容，也应是广西社区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广西社区

教育具有传承和发展壮乡文化的重要职责和使命；二是多年的实

践证明，以传承壮乡文化为主题的社区教育活动深受居民喜爱，

盘活传统文化开展社区教育活动是广西各地开展社区教育的一个

很好的切入点。所以，对广西而言，建设壮乡文化特色社区教育

课程十分重要，各级社区教育管理部门都应该提高对壮乡文化特

色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的重视度，强化壮乡地域特色社区教育课程

建设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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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建稳定壮乡文化课程建设队伍

课程由谁来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程建设的质量。壮

乡文化涉及地域较广，内容丰富多样。壮乡文化特色社区教育课

程建设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工作量大，除了经费，还需要有一

定的组织保障和一个专业的队伍。它必须是一个“广西行动”，

应该由自治区社区教育管理或业务指导部门来统筹，各地市社区

教育管理部门根据自治区的部署积极配合，投入相应的人、财和

物力，同时，课程建设是一项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需要借助高校、

科研机构等单位的课程专家的力量进行课程建设。

（三）课程建设要切合社区教育的特点

社区教育是有别于学校教育、“正规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

其课程具有不同于学校教育的特点，所以，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

程建设应切合社区教育的特点，比如，切合社区教育的地域特色

性，有学者把壮族文化分为红水河中下游、柳江龙江、桂西北、

桂粤湘、邕江右江、左江、邕南、桂边、文化等九个文化板块，

不同的地域壮乡文化侧重点不同，课程建设应注意这一点；切合

社区教育的“三全”统一性，即合员、全程和全方位教育，不少

课程内容需要老少咸宜；切合社区教育的整体性特点，注重辖区

内各类教育形态、教育机构、教育资源、教育因素之间的互相协调；

切合社区教育与生活、发展的关联性，课程要考虑解决社区生活、

社区发展中所面临的部分问题。

（四）优化课程建设流程

课程建设有一定的流程，根据壮乡文化以及社区教育的特点，

笔者认为，壮乡特色文化社区教育课程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的进行：

1. 开展需求的调研

看居民对哪些壮乡文化内容的关注度和了解、学习的需求度

最高，在当下哪些壮乡文化内容最需要传承或创新发展等，这是

壮乡文化课程建设的首要步骤，做好需求调研，难以做好社区教

育课程的建设。

2. 确定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对于整个课程的建设和实施具有导向作用，所以，

壮乡特色文化社区教育课程的建设必须先确定好建设的目标，

这是课程建设的重点，也是难点，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程要立

足于广西地域，并以人为本，注重广大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

只有这样，才能使课程得到居民的认可，为壮乡文化的传承打

好群众基础。

3. 选择课程内容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中

提出，“在能够制定一个合理课程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最需要些

什么东西。”壮乡文化丰富多彩，既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

自然文化、历史古迹等物质文化，也包括民间戏剧、民间歌舞、

民间工艺、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那么，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

程需要哪些内容呢？这是需要课程建设主体进行甄选的。

4. 编制课程教材

确定课程目标和内容体系之后，我们还要考虑课程内容如何

组织起来，这就需要编制课程教材，这也是壮乡文化社区教育课

程建设的重要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做好壮乡文化资源的收集、编

写教学大纲、做好课程介绍、课程内容的组织和呈现。

5. 培养师资和搭建实施平台

课程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施于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这也

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实施。壮乡文化特色社区教育课程的实施需

要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壮乡文化特色社区教育课程师资库，

挖掘民间艺人或者高校、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组建师资库，

或者开展师资种子计划，培养一批壮乡特色社区教育课程师资队

伍。二是各地市社区教育管理部门积极支持、指导开设壮乡特色

社区教育课程。

6. 建立课程评价机制

壮乡特色文化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的成效如何，还需要如何改

进，这需要一个评价的机制，评价机制中最重要的评价主体应该

是居民和课程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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