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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西江民族小学民族文化创生课程调查报告 

                 2008级硕士研究生  杨玉帅 

第一部分 调查概况 

一、调查背景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积淀和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有其鲜

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价值和丰富的内涵，生存其间的每一个个体总是天然地与本民族文化有着

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民族的延续和个体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传承民族文化尤为

重要。 

新课程改革始终坚持应是价值引导而同时拒斥灌输，拒斥任何未经严格论证的宣称，这除了

在教育过程中始终坚持尊重学生的内在需要和自主建构外，要给我们的教育留下一个开放的价值

空间，再教育过程中，向学生提供可供选择的价值系统和信仰体系，并让他们明了这些价值系统

和信仰体系在他们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培养他们对多样化的尊重和开放与宽容的心态，培养他

们自主判断和自主选择的能力。 

因此，自2002年起，贵州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

意见》，要求全省中小学特别是民族地区中小学校要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内容，

将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音乐、绘画、舞蹈、体育、文学、传统手工艺等列入教学活动中，先

后开办了“金蝉侗歌班”、“侗歌班”、“九寨侗族文化艺校”等，讲授民居、民俗、服饰、歌舞等课

程。从雏形到体系，黔东南逐步完善了民族文化保护教育体系。 

二、选点依据 

西江苗寨深居苗岭山脉雷公山北麓，是黔东南苗族即中部苗族的主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

的苗族是“西”氏族，西江苗族过去男女穿长裙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

长裙苗。西江苗寨悠久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厚重的苗族人文理念，形成了民风古朴、

特色浓郁的西江苗族文化，是雷公山地区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西江民族小学位于西江镇“千户苗寨”内，苗族学生占99%，几乎所有学生都来源于此镇，学

校的办学宗旨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传承本民族文化，现如今学校承担着教育部课题--中

国民间和乡土文化资源与美术教育研究、成就未来—蒲公英行动（民间美术进课堂）、州民族文

化进课堂等项目，从这个角度析得对西江民族小学课程创生的研究也具有典型意义。 

三、调查设计 

1.调查时间：2010年5月—2010年6月 

2.调查人员：2008级硕士生杨玉帅 

3.调查地点与路线 

调查地点是贵州省黔东南西江民族小学 

调查路线：雷山县民宗局、教育局—西江镇—西江民族小学 

4．调查方法 

调查中综合运用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的深度访谈、具有较强真实性的观察与参与观察和具有较

强针对性的文献资料搜集等方法，所以主要的调查成果是书面调查报告和相关图片资料两种形

式。 



四、调查的主要内容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通过西江民族小学这个个案，研究民族文化课程何以体现创生的价值理

念；教师如何在课堂内外运用创生概念的行为途径，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自己的知识经验

和能力优势、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水平等,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通过批判反思来实现对课程目

标、课程内容、课程资源、课程意义和课程理论持续、主动的变革、建构和创造。 

第二部分 调查初步结论与思考 

一、西江民族小学简介 

西江民族小学座落在雷公山脚下，位于天下西江—西江“千户苗寨”的北面，距县城37公

里，距州府32公里。西江素以“千户苗寨”而享誉海内外，是全国最大，世界唯一的苗寨，又是

贵州省民族风情旅游胜地之一，西江自古以来是文化之乡和歌舞之乡，西江民族小学被列为雷山

县传承民族文化的学校之一。该校始建于1929年，服务于西江苗寨和一个居委会，教育覆盖1000

多户，5000多人，是一所规模较大的镇级中心完小，目前共开设12各教学班，在校生513人（其中

女生251人），苗族学生占99%。 

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传承本民族文化，因此该校在狠抓教育教学的

同时，注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先后开办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芦笙班，民间美术班、民间刺绣班、

民族歌谣班和民族舞蹈班等民族文化课程，教师与学生都表现了很浓厚的兴趣，内外在并取得一

定的效果：外在的影响在于它使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得到一定的保护与传承；内在的影响在于，

师生通过民族文化课程中的互动，不但提高了对学习的兴趣，而且大大提升了学生在课程活动中

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二、民族文化课程创生的体现 

新课改背景下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即衡量教师在课程变革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是教师

是否忠实的实施了上级提供的课程，忠实程度越高，则教师越成功）正在被“相互适应取向”

（即认为课程实施过程是国家、地方、学校彼此之间相互适应的过程）与“课程创生取向”（即

认为课程实施过程本质上是教师与学生创生适合足迹与需求足迹课程的过程，国家、地方提供的

课程是教师与学生的选择性的课程资源）所超越。课程创生是教师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自

己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优势、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水平等,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通过批判反思来

实现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资源、课程意义和课程理论持续、主动的变革、建构和创造。

其核心理念和预期达到这样的目标:教师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都应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并

以此为基础培养和提升学生在课程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由主张忠实取向转向强调调适取向

进而发展到倡导创生取向,这是课程实施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 。 

1、理念与内容的创生 

    在调查中发现西江小学教师在平时的准备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在讲授民族文化课程的过程

中，无意识的运用了创生课程的理念，教师门都这样认为：民族文化课程不只是“ 文本课程”, 

更是“ 体验课程”。即课程不再只是特定知识的载体, 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探究新知的过程，教

师和学生都是课程的有机构成部分, 共同参与着课程开发的全过程。其中有位教授民族歌谣班的

龙邵芬老师说：教学就不仅是忠实地实施课程计划的过程, 还是课程创生与开发的过程，更是文

化传承与保护的过程，我的课都是我在平时的民族生活中一点点积累，然后再通过自己关于苗族

文化素养整合成教学资源，在这里教学与课程相互转化、相互促进, 彼此有机融为一体, 课程也

由此变成一种动态的、生长性的“ 生态系统” 和完整文化。 

  2、 目标与实施的创生 

   笔者通过课堂观察发现，学生对民族文化课程变现出极大的热情，由于民族文化课程班是以兴

趣小组的形式实施的，学员的年级与年龄各不相同，教师也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自己的知

识经验和能力优势、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水平，对每个人的要求和分配的学习任务也做出相应

的调整，教师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如舞蹈课上老师会要求学



生自己编一些舞蹈在课堂上展示，芦笙课上会留给学生自己编曲的家庭作业，这些舞蹈，笙曲大

多是来源于学生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蕴含着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的。 

三、民族文化课程创生的思考 

   美中不足，调查中发现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民族文化创生课程的实施也还存在一定的阻碍因

素： 

1、教师对课程的把握度不佳及其自为性的缺失 

由于缺少民族文化课程的相关教材，在课程开发中，因教师民族文化素养的不足而很难把握民族

文化的精髓，或因其他各方面原因，有些教师可课程内容往往流于形式，缺乏一定的教育意义与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尽管许多教师都在改变着课程, 但教师的这种课程改变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创

生课程。原因有二: 第一, 教师对课程的改变可能是无意识的, 其行为是自在的, 缺乏自为性。

第二, 教师的课程改变可能是消极的、不合理的改变。有的教师虽然也在改变教材, 仿佛是在

“创生” , 然而却是一种不合理的“创生” 。因为他们对课程的改变是着眼于教师自身能够顺

利开展教学, 是为了自己教学的方便, 主要考虑是否有利于自己顺利地实施课程, 是否有利于自

己实施课程时有效地控制学生, 而不是着眼于学生真正、真实的发展。 

2、民族文化课程的保障度不够及其偏狭化 

这些课程创生, 准确地说是课程实施层面的创生, 并没有形成“集体行动” , 换言之,即使

是课程实施层面的创生, 也只是少数教师、少数学校的个别化行为, 只是少数人、个别人所能为

或所愿为的, 而大多数教师的课程实施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再者民族文化课程是作为辅导班

的形式出现的，而且是在学生放学后才开始上课，没有正常的课时保障，学校也会因期中期末考

试而暂时借用民族文化课的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出，民族文化课程很难与其他常规课程相比，他

并不是一门必修课，从未得到它应该有的重视。 

   

附录一： 

民族文化课程创生取向研究访谈提纲 

尊敬的老师： 

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这次访谈，这次访谈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而

且关于您的个人信息在未经您允许的情况下会严格保密，请您放心，如果您不介意的回，我会对

本次访谈进行录音，谢谢！ 

请您就一下问题作思考： 

1、您的民族、学历、年龄、是否全职、教龄等基本信息 

2、您是怎样理解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课程的？说说您对民族文化进课堂的看法？ 

3、学生对民族文化课程的兴趣与态度如何？怎样处理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与家庭或家族民族文

化教育之间的关系？ 

4、民族文化课程的教科书是怎样制定的？内容如何选择？ 

5、您听说过课程创生或生成性教学吗？如果听过请您谈谈对他们的理解？ 

6、在课程实施前是否准备教学计划和详细的教案？教案写作一般参考些什么资料？ 

7、您是怎么处理课程内容与课程实际之间的关系的？（如在课堂上学生行为与课堂设计相冲

突的时候，您怎么处理） 

8、民族文化课程怎样体现学生的民族生活？是否经常有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活动？ 

9、民族文化课程啥时候，学生有什么变化？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否增强了? 

10、其他学科会不会占用民族文化课程的时间？说说你的看法？ 

11、您参加过课程开发，教学培训，教学研究等类型的活动吗？说说您的感受？ 

   



附录二： 

民族文化课程创生取向研究观察表 

班级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课时 

课堂准备 课堂实施 课堂反馈 

理论 预

设 

课案 内容 过程 方法 知

识 

技能 情感 

主 

体 

性 

创 

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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