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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本课程是国家课程计划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抚松县坐落在长白山脚下的一颗明珠，这里孕育着很多宝藏，抚

松六小根据地域特点开发了以长白山文化为主的系列课程，依据年级特点分别开发长白山动物、植物、特产、景区及民俗文化，低年级绘

画日记，中高年级绘图作文，全校学生绘本创作，名为“三绘课程”。学生在绘画日记或绘图作文中在左面绘画，右边写作，通过写画结合，

以画促写，在画中想象，在写中升华。不仅了解了家乡的乡土文化，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作兴趣，提升核心素养，发展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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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多元化背景下，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是学校教育创新的

关键。国家课程虽提供知识框架，但难以满足各地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校本课程能依据学校所在地区的文化、资源及学生实际情况，

定制特色课程，激发学生潜能。抚松县地处长白山脚下，资源丰富，

抚松六小借此开发本土特色校本课程，传承乡土文化，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

二、校本课程开发的背景与意义

2.1 完善国家课程体系

校本课程作为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重要补充，丰富了课程

结构。国家课程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基础性，地方课程突出地域

特色，而校本课程聚焦学校和学生的独特需求，三者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完整的课程体系。例如，在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校本

课程可围绕当地历史文化、传统技艺等开发，让学生在掌握国家

课程知识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本土文化，拓宽文化视野。抚松六

小以长白山文化为核心开发的校本课程，将长白山的动植物、民

俗等知识融入教学，弥补了国家课程在地域特色知识方面的不足，

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协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2 打造学校特色品牌

开发校本课程是学校形成独特办学风格的重要途径。通过挖

掘和整合当地特色资源，将其融入课程体系，学校能够打造出具

有辨识度的课程品牌，在众多学校中脱颖而出。抚松六小将长白

山文化融入校本课程，从低年级的绘画日记到高年级的绘本创作，

各年级围绕长白山文化展开特色教学，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特色。

这不仅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且独

特的学习体验，增强了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力。

2.3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发展

潜能。传统统一的课程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而

校本课程的多样性和选择性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学生

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在感兴趣的领域

深入探索，挖掘自身潜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抚松六

小的校本课程中，学生既能通过绘画日记、绘图作文等课程发展

艺术和文学才能，又能通过长白山文化课程满足对自然科学和民

俗文化的探索欲望，实现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

2.4 传承乡土文化遗产

乡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承载着地方的历史记忆、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和城

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乡土文化面临失传的危机。学校作为文化

传承的重要阵地，有责任将乡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培养学生对

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让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

力。抚松六小开发以长白山文化为主题的校本课程，通过系统的

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长白山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激发学生传承和弘扬乡土文化的责任感，使长白山文化得以代代

相传，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纽带。

三、校本课程的内容设计

3.1 丰富多元的课程设置

抚松六小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兴趣特点，开发了

一系列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长白山文化课程。

·一年级：长白山动物文化：一年级的长白山动物文化课程，

选取东北兔、东北虎等具有长白山地域特色的动物作为教学内容。

教师通过展示图片、播放视频介绍动物知识，引导学生绘画并描述，

既让学生了解动物习性和外貌，又培养了他们的观察、想象和语

言表达能力，还激发了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

·二年级：长白山植物文化：二年级的长白山植物文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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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级基础上开展，学习马齿苋、松树等植物。绘画时引导学

生添加小动物陪衬并讲述故事，不仅加深学生对家乡植物的认识，

还提高了画面构思与故事创编能力，激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

·三年级：长白山特产文化：三年级围绕长白山人参、蓝莓

等特产开展绘图作文课程。教师介绍特产知识并展示实物，学生

观察后进行绘画和写作，提升了写作能力，让学生感受到乡土文

化的魅力，增强了对家乡的热爱。

·四年级：长白山景区文化：四年级的长白山景区文化课程，

涉及长白山天池、瀑布等景区。由于很多学生有游览经历，教师

通过展示图片和视频唤起回忆，引导创作。学生在作品中展现家

乡美景，抒发对家乡的赞美之情。

·五年级：长白山民俗文化：五年级的长白山民俗文化课程

内容丰富，包括朝鲜族民俗村、满族年俗等。教师通过邀请民俗

专家讲座、组织学生参观民俗博物馆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了解民

俗文化。在绘画过程中，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描绘出民俗场景。

如在描绘满族年俗时，学生画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贴春

联的场景，写作中描述了满族过年的传统习俗和热闹氛围，表达

了对家乡民俗文化的喜爱和传承的愿望。

·全校学生的绘本创作：绘画日记和绘图作文为绘本创作奠

定了基础。学校每学期举办绘本创作比赛，鼓励学生原创。虽然

学生的绘画技巧和故事创编能力有待提高，但作品充满创意。例如，

有学生创作的绘本《森林的守护者》，讲述了小动物们保护森林

的故事，传递了环保理念。学校重视学生的原创作品，组织教师

进行指导，开展绘本创作讲座和交流活动，促进学生绘本创作能

力的提升。

四、课程目标明确清晰

4.1 绘画日记目标

·绘画：一年级每两周画一个长白山小动物，要求画出多种

姿态，锻炼绘画技巧；二年级每两周画一种长白山植物，添加小

动物陪衬，培养画面构图能力，为绘本创作积累经验。

·写作：以绘画激发低年级学生写作兴趣，一年级学生描述

动物外貌或生活习性，二年级学生根据画面创编完整情节，为写

作能力提升打基础。

4.2 绘图作文目标

·绘图：教师精选教学内容，通过丰富资料拓宽学生视野，

引导学生绘画长白山特产和民俗，增强对家乡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写作：根据绘画内容写作，培养学生独特的想象能力、流

畅的写作过程、生动的表述能力和工整的书写习惯，注重真情实

感表达，通过习作赏析课促进学生相互学习和提高。

4.3 绘本创作目标

·阅读意义：绘本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激发儿童阅读兴趣，

培养表达、想象、审美等多种能力，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创作意义：绘画日记和绘图作文是绘本创作的基础，指导

学生阅读绘本后尝试创作，培养创新人才，发展多元智能。

·创作目标：让学生理解并喜爱绘本，掌握绘本结构和创作

步骤，初期可改编故事，后期鼓励原创，校内评选优秀绘本并推

荐参赛，提高学生绘本创作水平。

五、校本课程的实施与成果

5.1 实施过程

在实施校本课程时，教师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展示图片、

视频等资料，让学生直观感受课程内容。如讲解长白山民俗时，

播放民俗活动视频，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同时，组织实地考察

活动，如参观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民俗村落等，让学生亲身感受

家乡文化。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

通过小组讨论、项目合作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分享

学习成果。

5.2 成果展示

自 2017 年实施“三绘”课程以来，抚松六小取得了显著成果。

学校成功举办两次全县教学交流现场会，学生展示“三绘”作品，

分享创作心得，将绘本改编成剧表演，展示了课程的魅力。校本

课程的实施促进了学校课程文化建设，提升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了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学校教学成绩

突出，语文学科在全县名列前茅，在各类语文竞赛中多次获奖，

在语文星级教研组评选中表现优异，多次被评为教学工作先进单

位。

六、结语

抚松六小的“三绘”校本课程将乡土文化与学校教育有机融

合，学生在课程中培养了创新实践能力，传承了乡土文化。乡土

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校本课程让学生在探寻乡土文化的过程中，

汲取精神养分，实现自我成长。未来，学校将继续优化校本课程，

丰富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家国情怀

的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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