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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乡土教材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意义与价值

石　鸥　周美云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　要：肇始于２０世纪初的乡土教材，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映照出百年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
的变迁，记录了它在乡土文化拯救以及爱乡爱国的民族精神的发扬上的独特担当。进入２１世纪后，乡
土教材陷入实质性困境。“乡土教材”作为一个特指的专有名词，以及特指的专门教科书，正趋于衰落。

我国乡土教材的日益衰落似乎与乡村问题的日益凸显互为映照。而正是面对乡村问题的严峻现实，党

的十九大提出振兴乡村的重大战略方针。振兴乡村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充分发挥乡村教育的作用

是意义深远的举措。但乡村教育不是举办在乡村的教育，它是充满乡土元素的教育。乡土教材是乡村

教育的核心元素。乡土教材能够有效地保护、传承和认同迅速凋零的乡土文化，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

由乡及国、爱乡爱国的高尚情感，能够加固日益荒芜的乡村青少年的精神家园。振兴乡村需要重启和

发展并全面提升乡土教材质量。

　　关键词：乡土教材；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２０１７年度一般课题“百年中小学语文课本与文学作品社会接受的关系研究”（１７ＢＺＷ１６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中共中央，２０１７）。而振兴乡村，扶志扶智，传承与提升农耕文明，兴盛乡土
文化，都离不开振兴乡村教育，尤其是离不开乡村教育的核心乡村元素———乡土教材。

一、乡土教材的时代命运：从历史发展到现实困境

乡土教材是展示局部地理与生态空间的自然、人文、社会、科技、经济的历史与现状的学校教学用

书，它系统反映特定的地理与生态空间的建置沿革、地理环境、重大事件、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民族风

情、名胜古迹等（石鸥，吴小鸥，２００９）。乡土教材与其他教材的最典型的区别在于它所反映与传播的是
本乡本土的文化精神。我国现代意义的乡土教材肇始于２０世纪初。在百年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乡土
教材映照出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变迁，也记录了它自己在乡土文化拯救以及爱乡爱国的民族

精神发扬上的独特担当。

（一）乡土教材的历史发展

我国最初正式的乡土教材是在清末救亡图存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吸收德、日等国乡土教材经验的

基础上创造性地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是清末乡土教材编

撰的主力。清末乡土教材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们在传承乡土文化、培养爱家乡进而实现爱国家之

目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乡土教材提供了基本规范。民国乡土教材跌宕起伏。１９１２－
１９２７年间，乡土教材处于过渡阶段，先是沿袭了清末的一些做法，之后根据１９２２年新学制要求，编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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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以适应当时教育发展需要的乡土教材。１９２７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突出了乡土教材的地位，民国乡
土教材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从１９２８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出台了关于乡土教育的提案
《乡土教材补充读物编撰条例》，到１９２９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中关于乡土内容的规定，再到１９３０年
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对乡土内容的提倡，最后到各方对乡土教材政策的积极回应与鼓励，一时间，乡土

教材进入了一个难得的繁荣时期。在整个抗战时期，乡土教材“以发扬民族精神，增进国民知能，发展

国民生计，促进地方文化，充实抗战力量为宗旨”，“推爱乡之心以爱国”，使学生明了“非保卫国家则无

以保全乡土”，从而实现“复兴民族，扬我国威”的目的（昆明县教育局，１９３７，序）。乡土教材在动员抗
战、为抗战服务方面功不可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土教材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１９５７年３月７日，毛泽东在教育座
谈会上提出：“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

样”（当代中国研究所，２０１１，第１５１－１５２页）。１９５８年１月，教育部发出《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
乡土教材的通知》，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乡土教材的国家文件。《通知》对于促进和规范乡土教

材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在此大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乡土教材建设的热潮，乡土教材覆盖面大幅度提

升，促成了新中国乡土教材发展的第一波高潮。

改革开放后的８０－９０年代，乡土教材繁荣丰富，再掀高潮。１９８７年６月，全国乡土教材工作会议
在浙江召开，国家教委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推动乡土教材的建设”，“使基础教育更密切联系当地

实际，使教学内容具有乡土特色，更好地为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王明达，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５月，
由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乡土教材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对乡土教材发展经验进行了总

结，对未来乡土教材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并对各地涌现出来的优秀乡土教材进行了表彰。国家教委再

次要求“重视和加强乡土教材建设”，强调“乡土教材建设是整个基础教育改革和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柳斌，１９９０），推动了２０世纪末乡土教材的繁荣发展。
２１世纪课程改革以来乡土教材被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取代。作为专门领域的乡土教材一旦完全

纳入到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的概念之下，乡土教材何去何从？它能否有效地实现转型？它将以一种什

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存在于教科书的大家族之中？这一切都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乡土教材的现实困境

历经百年，尽管道路坎坷，乡土教材仍然坚定地走了过来。但是在世纪之交，庞大的乡土教材体系

还是没有逃脱它的母体———乡土、乡村———的命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日渐凋零。不知是巧

合还是必然，乡土教材的困境恰恰与我国乡村问题的凸显互为映照。

首先，课程教材制度的设计使得乡土教材趋于缺失。２１世纪以来的课程改革实行国家、地方和学
校三级课程管理，编撰与使用三级课程的教材。一般认为，地方课程主要是指省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利

用国家课程方案留给地方的课时而开发的课程。适应地方课程需要的教材即地方教材。地方教材的

范围广，包含了乡土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所有的乡土教材都属于地方教材，但并不是所有的地

方教材都等同于乡土教材，只有那些反应本乡本土特色的地方教材才能称为乡土教材。

校本教材是基于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发展兴趣和需要由学校自己开发的教材。校本教材的适用

范围很小，它考虑得更多的是本校的特色和本校学生的需要。那些反映本乡本土特色的校本教材（现

实中很少），理论上也可以算作乡土教材。

尽管乡土教材是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的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由于人们对三级课程理解有偏，特

别是主管部门重视不足，有关政策不明朗，在应对统一考试的大背景下，地方课程教材几乎都成了学科

课程教材的补充，学校的校本教材也基本变成了兴趣教材或应试教材，造成了实质性的乡土教材被架

空、乡土教材在２１世纪基本退出教材家族的严峻局面。
这是２１世纪教材体系最沉重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也是教材建设的一个明显失误）：一方面所有地

方教材和校本教材均可以包含乡土教材，但另一方面，所有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也可以不包含乡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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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乡土教材被地方教材、校本教材取而代之，教育界有意无意在渐渐弱化、甚至淡忘“乡土教材”。

“乡土教材”作为一个特指的专有名词，作为特指的专门教科书，在２１世纪趋于消亡。
其次，乡土教材的目标逐渐变窄。“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施行国家、

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显然，三级课程和教材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突出它们的适应性，满足不同

地区、不同学校的实际需要。如果这里面还留有乡土教材的一点地位的话，也仅仅将乡土教材作为国

家教材的补充。其实，这一思想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体现出来了。１９５７年教育部《关于编写中小学、师
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通知》指出：“教学乡土教材，可以补充全国统一教材的不足，使教学内容能更密切地

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适应我国地区辽阔、情况复杂的特点。”这为后来乡土教材目标定下了基调。这一

指导思想和目标追求，与乡土教材早期发展所承载的“爱乡救国”“救亡图存”“以爱乡为起点进而爱

国，以建乡为起点进而建国”“复兴吾国民族精神”（蔡衡溪，１９３４），与培养学生“爱乡、爱国之热诚”（欧
用生，１９９５，第１０页）等目的形成鲜明对比。以满足地方差异为目标的乡土教材建设，有意无意地淡化
了乡土教材的本质价值，窄化甚至矮化了乡土教材的目标，降低了乡土教材的品位。

乡土教材的困境也与地方对有关政策的理解有关。近年国家对教材中的地图管制异常严厉，这事

关国家主权的昭示。它本质上应该以中国地图为对象，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教材审查部门本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连乡土地图，都要以某种近乎苛刻的规定为依据，不如此则不通过。而乡土教材的

一大特点是它有大量的乡土地图，有时甚至是包括了乡土位置的大意图、简图、草图，这些图很难达到

测绘局意义上的精密地步，因此审查不通过就成了常事。大量乡土教材就这样，或胎死腹中，或不能再

用。这种做法严重挫伤乡土教材倡导者和研制者的积极性，在某种意义上打压了乡土文化，遮蔽了乡

土智慧，摧毁了乡土自信。

二、振兴乡村视野下乡土教材价值的再认识

到了２０世纪末，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一严峻现实，党的十九大
提出了振兴乡村的重大战略方针。振兴乡村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而充分发挥乡土教材的作用是意

义深远的举措。

（一）乡土教材能够有效地保护与传承乡土文化

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城市化。城市文化意味着发达、文明、进步，而乡土文化则代

表了贫困、落后、愚昧。在城市化飓风狂扫之后，乡村经济日益凋敝，乡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其中最

严重的后果是乡土文化破坏殆尽。

乡土文化是乡村在漫长的发展变迁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地域、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具有着稳定乡村、协调人际、建构乡村生活秩序等弥足珍贵的意义与价值。

乡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发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发展的

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要文化态势的国家，在一块土地上出生的人们对养

育自己的“土”有着天然的珍惜与崇拜，对陪伴自己的“乡”有着天然的亲密与眷恋。这种自然的情感

经由儒家文化的浸润与规训，成为一种让国人安放心灵的乡土文化，而乡土文化又可以不断巩固和强

化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在一块一块的乡土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并

以乡村为主体，各种文化，多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华文化具有明显的

乡土特征：人们在乡土中寻找做人的价值与准则，以故土命名学术思想，如著名的“洛学”“浙东学派”

“泰州学派”“桐城学派”；人们以自身为故乡代言并以故乡为骄傲，如柳柳州、程伊川、张南皮、袁项城、

绩溪胡适等等，故土成为我们的立身之本。

有学者认为，形塑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要素，宗教与戏曲（李孝悌，２００１，第３５２页）。其实，更重要
的形塑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是学堂、私塾、先生和乡土教材。儒家纲常观和道德价值体系在广袤的乡

村能够深入人心，与教育教材密切相关。教材的重要功能就是文化保护与传承，而统一教材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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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统一知识、一般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它不可能兼顾到各地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而乡土教材，它的

功能就是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认同。乡土文化需要物质载体，它因教材而得以保存、得以活化、得

以牢固，它的传播更因教材而广远和持续。所以，乡土教材的状况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其传统文化

尤其是乡土文化的重视程度。在这一意义上，迅速凋零的乡土文化急需通过乡土教材来保护与传承。

（二）乡土教材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由乡及国、爱乡爱国的高尚情感

乡土教材的发展初衷，很少离开过“由乡及国”“爱乡爱国”的定位。由乡土而国家，由爱乡而爱

国，铸就家国情怀，这是乡土教材产生的根本动力。乡土教材的主旨，“在发扬光大儿童爱家爱乡之固

有精神，为爱国爱群之思想”，“以激发儿童民族思想”（周士香，等，１９３６，编辑大意）。
当今乡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是，人们从身体到心理，全面逃离乡土、投身城市。振兴乡村的目标之

一是创造各种条件，让人们至少从心理上期盼生养自己的乡土更美好，并在适当的时候直接或间接投

身于乡土建设。乡土教材就是为这一目标提供精神支持的武器。乡土教材是有形的乡土文化，它最直

接的目的是培养乡村青少年热爱自己的乡土。它通过乡土知识和乡土文化的传播，培养学生的乡土意

识、乡土情感，使学生通过了解乡土，达到热爱乡土的目的，寻找自己“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自我认同和

文化自信。乡土教材可以较好地实现乡村学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认同，唤起人们对乡土的了解和

热爱；能够习得建设乡村的某些知识与技能，“增进国民知能，发展国民生计”（昆明县教育局，１９３７，
序）；能够了解本乡本土的发展优势劣势，为创业创新提供智慧基础。乡土教材注意本地民众生活，引

发儿童产生对本土的自豪感，让人们愿意守住乡土、建设乡土，以此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

当年国学保存会大力倡导乡土教材，就把振兴民风，引发乡民“尚朴、好义、贵勤”之风作为重要目的（刘

师培，１９０７，叙）。“通过乡土教材的学习所培养出来的人是应该热爱本土社会、理解本土社会和愿意为
本土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人”（石中英，２００１），就算人们离开乡土，他们的精神还是归于乡
土的，是愿意为乡土发展出力的。可见，这种乡土教材的缺失将会加剧乡土文化消亡的严重性，加剧乡

村青少年逃离乡土的危机。当年轻的乡村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对厮守其上的乡民百

姓，对哺育自己的乡土文化，越来越疏离，越来越陌生时，乡村的凋零就为期不远，甚至难以逆转了。

乡土教材“以养成乡土之爱为起点，而渐次启发爱国心”（林瑞荣，１９９８，第４页），实现从“乡土爱”
到“国家爱”的根本转变。通过乡土教材，把地方和国家联系起来，把家和国联系起来，让学生由爱家爱

乡而爱国。如前述，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就是乡土文化，乡土意识就是国家意识，山水地理就是国家精

神，三山五岳、长江黄河，总和自己的祖国相关联。怀乡不仅仅是一种朴素的个人记忆，更是一种家国

情怀，它构成了古往今来文学作品最为重要的精神主题。怀乡之情不是简单的眷恋，而是故乡不屈的

历史和不竭的动力，是中国人在艰难困苦中的顽强生命意志的源泉和强大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乡土教

材通过培养学生的乡土意识和爱乡情结，通过乡土文化的熏陶，在养成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方面能

够发挥重要作用。它是爱国教育的阶梯和手段，是思想教育的武器，它能够改变相对空泛的爱国主义

教育局面，让爱乡爱国之根深深地扎进每个人的心中。

（三）乡土教材有助于加固日益荒芜的乡村青少年的精神家园

乡土不仅仅是指自然环境，它更是精神化的、富有人格色彩的自然。“乡土乃是精神上的根本情

感，是与被体验，或能够体验的土地的全体统合，因此乡土不单是指自然环境，它是由体验而受到同化

的、精神化的自然，换言之，就是富有人格色彩的自然。”（Ｂｏａ＆Ｐａｌｆｒｅｙｍａｎ，２０００，ｐ．３６２）乡土及其文化
是“每一个人终身的精神支柱，在人格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奥田真丈，河野重男，１９９３，第１７６页），
是维系社区内和社区间，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石，是乡村青少年成长的

重要物质和精神源泉，是他们成长发展的精神场域与天然的教育资源。但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当前

的教育带着明显的“城市倾向”或“去乡土倾向”，对于乡村学生而言，教育几乎都是“他者”。乡村学生

在教育中体会到的是“自己的乡村世界”价值的湮灭，背负着“文化原罪”的乡村学生，学习的目的只在

于逃离乡土这种低层次的文化，投身于代表着现代文明的、高层次的城市文化。乡村青少年发展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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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场域正在消失，天然的教育资源荡然无存。钱理群在一次访谈中如此描述这样的景象：“现在的年轻

一代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都存在逃离乡土的倾向。”逃离或许是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发展平台，

“这本身不构成问题”，“生活在哪里其实是无所谓的，问题是你要有家园。从全球来说，是你必须以中

国为根，从地方来说，本土是你的根。如果你没有这个根的话，小而言之，是个人生命的生存危机，大而

言之，是民族危机。”（邵宁宁，钱理群，２０１１）
乡土教材对学生精神家园的寻找和坚守具有重要意义，日益荒芜的乡村青少年的精神家园需要乡

土教材来加固。通过乡土教材，获得乡土知识，建立乡土认同，觅得乡土精神的寄托，构建乡土文化的

自信和自觉，从而构筑群体和个体的精神家园。只有这样，不论青少年走到哪里，都能自豪地知道自己

来自哪里，自己是哪里人，自己的根之所在，借乡土的精神家园奏响自我精神上的田园牧歌。在一定程

度上，失去了乡土教材，离开了精神乡土，对广大乡村学生而言，精神家园还有什么可以依赖，我们如何

诗意地安居，乡村振兴又何以可能？因此，当今乡村教育的建设不仅仅是教育投入的保障和硬件设施

的配备，让教育真正成为滋养学生心灵的源泉也不能仅仅依靠统一性知识的学习，还需要让乡村教育

充满乡土元素。

三、振兴乡村呼唤乡土教材

面对当今中国发展的诸多问题，人们重新将视野投向乡村，希望能通过振兴乡村实现中国的伟大

复兴。振兴乡村不是简单的加大投入，不是一味的改善硬件。振兴乡村的核心问题是精神问题、智力

问题、文化问题。因此，２０１７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特别强调扶志扶智对扶贫的意义，强调传承发展
提升农耕文明、走乡土文化兴盛之路的意义。很显然，这一切离不开发展乡村教育。

在新思想新观念最难到达的社会末梢———乡村，主流价值、意识形态、新思想新观念靠什么来深入

人心？靠教育，特别是靠乡村教育。但发展乡村教育绝不等于发展坐落在乡村的城市教育———这种教

育本质上是教育乡村学生远离乡村、“逃离乡土”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下，乡村学生从来不会对自己的乡

土文化感到自豪。犹如甘地所说，他们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想远离自己的故乡。他们的先辈所

创造的文化在其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低级的。这种教育就是要使学生与他的文化决裂

（Ｐｒａｋａｓｈ，１９９３）。那些从精神上完全失去了乡土、乡亲、乡情的“乡土的后代”，将如何面对日益严重的
感情无寄托带来的精神危机？今天我们又怎么能够依赖这种“乡土的后代”来实现乡村的振兴？所以，

发展乡村教育首先要改善乡村教育，真正的乡村教育一定是充满乡土元素的教育，是关注乡土文化的

教育，是让学生了解乡村、热爱故乡、为家乡而自豪的教育。很显然，最浓厚的乡土元素就是乡土教材。

乡土教材能比通用教材更亲切更感同身受地影响乡村学生。这可以从战争年代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教

材得到最好印证。根据地教材本质上和乡土教材没有差别，农业、农村、农民成为教材的主体内容，通

过教材，共产党的理念更有效地形塑了广大乡民，赢得乡民也就意味着赢得战争的胜利（石鸥，张文，

２０１７）。根据地教材所蕴含的精神财富，对我们重新认识和利用乡土教材具有重要意义。乡土教材能
够让学生因自己的乡村文化和乡村先贤而骄傲，能够培养学生深厚的乡村情感和健康的乡村价值观，

为乡村少年奠定生存自信、文化自信的认识论基础。这是一种面对城市化时以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

纳现代文明的自信，这也是振兴乡村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基于乡土教材在振兴乡村战略下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我们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迅速结束乡土

教材缺失的现状，缓解乡土知识、乡土文化流失的局面，恢复并强力推进乡土教材建设，赋予乡土教材

特别的地位和基本的课时保证。通过乡土教材，挖掘乡土智慧，“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土文

化兴盛之路”。对学生而言，乡土教材是能够润物无声、感动久远的教材，它是乡土智慧和乡土文化的

最直接最正规的源泉；对乡村而言，乡土教材是乡土知识和乡土文化的最具体的传递者保存者，能够为

乡村振兴提供文化基础和智力支持。

为了提升乡土教材的质量，乡土教材一定要突出乡土文化的精髓。乡土教材所传承的内容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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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明精华，是值得传承而且必须传承的地方文明和地方智慧，是让生长于这方乡土的人们感到自

豪和骄傲的内容。它是一个民族、一方乡土文化中的根基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是在

千百年发展过程中积累和传递下来的东西，是乡土文化精髓。诸如乡民对族群、宗族、先贤的崇尚与礼

拜，对知识、学堂、读书的崇敬与憧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对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等。它们往往

蕴含有贯通现代与未来、反映人类共同命运的文化精髓。

乡土教材必须进行改革，体现世界性。乡土教材的价值必须放在整个民族和国际的大舞台上进行

关照，其意义才能体现。尤其是在世界日益缩小为一个地球村的今天，乡土教材更应该教给学生“大乡

土”“地球村”的观念，更应该将我们的乡土世界和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乡土世界关联起来，立足乡土，

超越乡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和宽阔的视野来建设乡土教材，提升乡土教材的境界与品位，培养根在乡

村、放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代新人。

乡土教材还应该具备时代性特征。要关注乡村社会不断变化的、反映时代精神的内容。任何教材

都逃不出它所处时代的制约，乡土教材同样需要体现那些与社会和时代同步的、积极的“变”和“新”，

不断引入现代元素，为乡土社会的良性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支持。

一切从土地开始。而土地就在课本中，故乡就在课本中。有乡土教材读响的地方，往往是人们心

灵安宁，乡村平和，文化厚重的地方。乡土教材犹如一支风向标和体温计，插在乡土社会的肌体，测定

乡土社会的健康和走向（石鸥，２０１６）。建设有厚重底蕴的乡土教材，对于振兴已破坏殆尽的乡土文化
乃至乡土社会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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