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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小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化，小学《道德与法
治》的学习中更注重将优秀的地方文化渗透到课程教学中，增
强学生自立、自强和民族自豪感。现重点探讨闽北优秀文化应
用于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及怎样将其融入
到教学活动中，以满足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成长的需要，并促进
他们文明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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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地方文化应用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各地政府也在为宣传和传承优秀地方文化做着各

方面的努力，而文化的传承需要从孩子抓起，因此将其渗透到

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至关重要。 优秀地方文化应用于小学

《道德与法治》课具有重要意义。
（一）可以加深学生对祖国的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

祖国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更是我们的灵魂和根，优秀文化

伴随着祖国的发展、变革沿袭至今，通过了解优秀的地方文化

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祖国的了解，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是

小学品德教师的一种责任，更是荣誉。
（二）有助于学生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了解优秀地方文化就是深入了解社会变革， 增加阅历的过

程，只有自身的知识储备和阅历丰富，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三）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优秀的地方文化是无数先辈积累自身经验和阅历留给后

辈的宝贵财富，不仅包括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蕴藏着重要的人

生哲理，通过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中渗透优秀地方文化，可

以让小学生感悟文化精髓，学习先人的宝贵精神，促进思想道

德的发展。
二、闽北优秀地方文化简介
南平通称闽北，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是连接中原文化、

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桥梁，也是闽越文化的摇篮。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和变革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形态。闽北

是福建省主要的林区和粮区，有“福建粮仓”“南方林海”之称。
闽北人民喜食辣，有“无辣不成饭”的说法，同时闽北茶文化丰

富，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武夷山的茶远近闻名；闽北

民俗文化丰富，保留着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种多样的戏曲

表演丰富了人们的闲暇时光；闽北地区人才辈出，如历史文化

名人柳永、宋慈、严羽等；闽北还具有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尊师

重教的优良传统。 闽北地区山川众多，景色优美，历史文物古

迹繁多，也为其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促进了当

地旅游业的发展， 也带动了闽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优秀文化

的传播与传承。
三、闽北优秀地方文化应用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教

学策略研究
（一）将闽北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

增加课程的地方特色

小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目的在于树立正确的三

观，培养健康的人 格 品 质，提 高 思 想 觉 悟。 因 此 小 学 品 德 教

师在课程讲授过程 中，不 仅 要 增 加 课 程 的 趣 味 性，更 要 联 系

生活实际，让学生明白《道 德 与 法 治》不 仅 是 一 门 课 程，更 是

对社会的 体 会 和 生 活 的 感 悟。 例 如 在 学 习 “我 爱 家 乡 山 和

水”一课时，课本列举了家 在 草 原、山 村、黄 土 高 原 以 及 城 市

等各种场景，教师 可 以 给 学 生 描 述 每 种 生 活 场 景 是 怎 样 的，
与小学生 的 现 实 生 活 有 哪 些 区 别， 增 强 小 学 生 对 自 己 家 乡

的热爱以 及 对 其 他 生 活 场 景 的 了 解， 然 后 让 学 生 分 组 讨 论

自己的家乡美在什 么 地 方，哪 里 是 值 得 骄 傲 的，再 让 学 生 派

代表进行表述，最 后 教 师 进 行 补 充 发 言。 通 过 这 样 的 方 式，
不仅让学 生 对 自 己 家 乡 增 加 了 了 解， 还 可 以 学 到 很 多 闽 北

地区的优秀文化。
（二）进行情境教学，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丰富学生文化

闽北地区优秀地方文化很多，教师要在备课上下功夫，将

文化分类，然后准备教案资料为学生一一介绍。为了让学生了

解得更加深刻，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法。例如闽北地区茶文化突

出，为了让学生了解得更加透彻，可以将学生分组，分别让学

生介绍茶山特色、采茶文化、泡茶方法以及与闽北茶相关的传

说或小故事，还可以让学生争当小导游，带领学生开展一次闽

北茶文化之旅，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了解闽北文化，还训练了学

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更增加了学生的

自豪感和对家乡的了解，一举多得。 通过情境教学法，增加了

学生的动手实践机会， 在教学中将闽北地区优秀文化与课本

知识相结合，使《道德与法治》课变得丰富，也帮助学生将知识

与情感迅速转化为应用能力和意识品质。
（三）挖掘传统游戏项目，增加学生的体验感

闽北地区民俗文化非常丰富， 无论是戏曲表演还是民间

娱乐，项目繁多，教师可以将这些优秀的民俗文化以游戏的方

式融入到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增加学生的参与感。例如

傩舞是闽北地区特有的民俗表演，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说唱，
但是在面具、 服饰和舞蹈动作方面却保留着古代祭祀乐舞中

的驱傩原生形象；再如民间剪纸，保留着吴越遗风，融入中原

文化又充满乡土气息。 小学品德教师可以将这些民间活动引

入课堂，给学生提供亲身体验的机会，组织别开生面的传统游

戏实践课。
总之，闽北地区文化丰富，需要慢慢渗透到课程教学中，

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家乡， 培养民族自豪感和高尚的思想道

德品质，做合格的地方文化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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