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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在《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提纲》中，明确要求

要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出发，开展综合性的、实践

性的基础课程。并要求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过程中，提

高综合动手能力和创造意识，并强化对社会的责任感。

小学综合活动课程由地方统筹和管理，学校面向学生的

生活世界开发具体的活动内容。由于与其它学科不同，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没有固定的教学材料，教学内容要求

学校和老师根据学生自身发展的需求和自身发现特点，

在学生开放的生活学习场所中，制定合适有效的综合实

践活动主题，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能力的提

升。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课程资源的开发、组织与

利用影响着教学内容，而教学内容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自

身发展。课程资源的丰富与适宜，影响着课程的教学质

量与教育力度，课程资源的性质和形态也直接影响着学

生的实践方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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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质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有着厚重

的历史内涵和精神传统。传统文化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增强文化自信最生动的、最鲜活的教育资源。

所以，将传统文化作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开发的课程

资源和活动主题，切合《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

纲要》中要求的课程目标，例如价值体认和责任担当。

传统文化作为教育素材，具有很强的德育价值。一方

面可以引导学生提升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在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学生的精神品格和

道德情操。

二、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融入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1. 提升小学生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感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呈现着厚

重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和道德情

操。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有着灿烂的民族文明、博大精

深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民族风俗等，能培养小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对民族的认同感。因

此，将传统文化融入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使其变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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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资源，让小学生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地认同传统文

化价值，发挥对学生德育的引领作用。

2. 厚植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蕴藏着浓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青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材。要善于挖掘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开展特色鲜明的综合实践活动主

题课，在课程中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例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大的传统节日，蕴含

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文化，是培养学生民族

精神，道德情操，进行爱国教育的重要途径。将传统

文化整合到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根据学生特点

设计主题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课程的教育内容，更

让小学生在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中亲身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实

现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3. 增强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中强调，要围

绕学生的日常生活开展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

自理能力，和热爱生活的态度。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深

刻的责任意识，对增强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些着独特

的优势。小学生是国家发展的栋梁，是祖国的未来，其

价值认同，责任认知并不是天生既有的，而是在其成长

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认同。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理想信念，成为一种特有文

化形态，蕴含着强烈的责任意识，能够把这些宝贵的遗

产转化为教育资源融入到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让

小学生在传统文化中得到滋养，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4. 培育小学生的人格精神

传统文化是在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绵延和沉淀下

来的民族精神，是培育小学生健全人格精神的源泉。中

国传统文化灿烂辉煌，博大精神，折射着一个民族的道

德观、价值取向和人格理想，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对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小学生处在人格

形成和发展，道德判断和行为习惯逐渐养成的关键时期，

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丰富了小学生的生活，还能

有效调节其心理和行为，对学生人格养成，树立正确的

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很强的实践教育

性。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背景下，将传统文化作为小

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核心资源，融入到课程中，丰富

小学生的精神世界，提升其文化素养，规范其行为品格，

形成健全向上、自立自强的人格。

三、基于传统文化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

现状

1. 教师课程意识不足，传统文化主题单一，内容缺

乏整合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比其他课程来说，依然处

于边缘化，专业的师资力量匮乏，课程意识不足。目前，

仍有一些小学老师对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认识含糊

不清。有的老师认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就是指课外

活动，或者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缺乏课程意识，对课

程性质和课程目标不明确，组织形式单一。另外，很多

学校虽开设了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但并没有专业的

课程教师，是由其他学科老师兼任，对课程的指导不够，

大多将活动局限在课堂或者校园内。基于传统文化构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达成课程目标，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课具有连续性，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特

点，而一些学校在课程开发上明显不足，课程意识淡薄，

传统文化主题单一，内容缺乏整合。例如一些学校，仅

围绕重要传统节日、诵读经典读本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这些因素都制约了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建设，也

制约了学生的发展空间。

2. 课程中的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不足，课程体系不完善

课程资源开发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还要有实施

的力度，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生动的内容形式，深刻

的精神内涵，可以作为一部鲜活的综合实践活动教科书。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学校利用自身的优势和条件，

开展了一些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但主题

无分类，主题之间的关联性、结构性不强。分析其成因，

可以看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传统文化氛围不浓烈，极

大地制约了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当地小学

可以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兴趣爱好，开展小学综合实践

活动课，打造具有特色的综合实践课程体系，在立德树

人的教育背景下，在发展小学生核心素养的牵引下，将

传统文化融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成为教育的不竭动

力。另外，一些学校开展的传统文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呈现碎片化，没有形成有逻辑的课程体系。每个年级以

单独的活动主题形式开展，课程之间缺少联系，没有一

个完整的课程框架。如以传统节日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

动课，其活动目标在不同年级之间如何确立，制定的活

动目标旨在培养不同年级的学生什么能力，应该用什么

方式达成，这些因素都是课程开发者和制定者应该注意

的方面。

3. 课程主题缺乏学生视角，忽略学生自身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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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学生视角，就没有课程。课程是依据学生自身

的发展特点而存在的。小学生处在成长的初级阶段，其

理想信念，思想体系和价值观正在逐渐形成，有很强的

可塑性。传统文化蕴含了深厚的民族精神，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优秀的传统美德，基于传统文化开展的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课对小学生人格的养成、价值观的形成，还有

全面发展的素质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同时，小学生的

思想体系还没有完善，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主要靠亲身

体验来获得，在实施传统文化主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

往往忽略了学生的这种心理特征，而局限于传统的教学

模式和教学方法。比如开展经典作品阅读活动，如果只

是单纯的课堂讲述，学生不容易理解，难以获得真实的

体验，课程成效往往大打折扣。因此，在开展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时，主题确立，组织形式，教学手段等都应该

符合学生自身成长特点，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实施效果，

让课程更加生动有趣。

四、传统文化融入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路径

1. 充分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主题校园文化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精神价值对学生

核心素养的养成有着特殊的教育功能。学校应充分挖掘

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打造以传统文化主题

校园文化，强化传统文化意识，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让传统文化渗透到校园的各个角落。浓厚的校园文化丰

富了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内容，课程设计与实施要涉

及学生的整个生活世界，与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

相结合。例如打造传统文化主题长廊，创办文化展览，

进行传统节日和民俗风俗文化体验；还可以根据当地文

化特色和地域特征，挖掘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进校园，

例如民俗风情展，戏曲艺术展等，多角度进行校园文化

建设和课程设计，充分展示出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教

育价值，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激发小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认识和学习兴趣。

2. 以传统文化为载体，构建特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体系

特色课程文化建设是学校教育发展中的核心部分。

课程中的教育内涵最值得品味的是课程所体现出来的特

色的精神文化。以传统文化为教育载体，构建特色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于学校、于教师、于学生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从学校层面来说，打造校园文化品牌，

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常态化实施，是学校特色发展

与内涵建设的体现。于教师而言，开展以传统文化为载

体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课程思政注入了深厚的能量，

传统文化转变为教育资源，提升了课程的深度、广度与

温度。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教师也逐渐增强了课程意

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也能有力促进教师自身能

力和素质的发展。学生是课程的主体，构建以传统文化

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传统文化生态

空间，潜移默化地影响与感染学生的思想、精神和心灵，

使学生获得沉浸式的体验。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一种具

有德育价值的教育资源，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升道

德素质，健全人格的有力手段。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中融入传统文化，有力提升了课程的教育力度，有利于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

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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