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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与
利用的问题分析及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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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存在重课本轻其他、重校内轻校外和重常规轻特

殊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乡村中小学语文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缺失、学科教学任务繁重、课程研究能

力不足。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目的是提升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质量，实

现学科课程融合，推进乡村教育与文化振兴。开发语文课外课程资源要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充分利用自然

资源，有效整合线下与线上资源；利用语文课外课程资源要推进语文课外课程资源进入语文课程，依托语

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校本课程，实现语文课外课程资源与综合实践活动相结合，推进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向

片区学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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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语文课程实施的重

要任务之一。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

外学习资源。［１］当前，大部分乡村中小学语文教师只

重视语文教材内容的教学，对于课外课程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意识淡薄，这直接影响着乡村语文教学的

质量。为提升乡村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提高中小

学学生的语文素养，乡村中小学校及语文教师必须

重视和有效推进语文课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一、乡村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
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语文课外课程资源是指除了教材 （课本）以外

的能够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以及学生核心素养的所有

学习资源，包括图书、报刊、电视节目、视频等等。

语文课外课程资源是以教材为主体的课内课程资源

的有效补充，对于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质量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乡村学校和语文教师在课外课程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方面存在如下问题：

（一）重课本轻其他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资源的结构比较单

一，只教课本 （狭义的教科书）至今仍是乡村中小

学语文教学的常态。许多乡村教师习惯于在教科书、

教师教学用书和配套材料上下功夫，对于与语文教

学相关的其他资源的关注极少。教师的教材观陈旧，

“教好课本”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只要做好 “教教

材”的工作就可以了，这是导致乡村语文教师对课

本外的课程资源开发缺少主动性的根本原因。

（二）重校内轻校外
学生到学校读书，应该以学习课本为主，学在

校内、学在课堂，是许多教师的固有观念。实际上，

图书、报刊、媒体、名胜古迹、国内外的热点新闻

事件，乃至日常生活的话题等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

的资源。［２］实际上，教材只是一个 “例子”，在 “例

子”之外，语文教师还需要以教材为原点拓展一些

课外资源，这样才能提升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与

质量。

（三）重常规轻特殊
这里的 “常规”资源是指较为常用的校外课程

资源，具体如传统的纸质报刊和网络教学资源等；

“特殊”资源指的是特色 （本土化）学习资源和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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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性）学习资源。有些乡村中小学语文教师慢慢

开始重视常规资源，但却较为轻视如地方戏剧、地

方方言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资源。实际上，“处处

留心皆资源”。语文教学是乡土文化传承的方式之

一，因此乡村语文教师更要懂得开发乡土文化中蕴

含的课程资源，提升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培

养学生的乡土情怀。

二、乡村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
与利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课程开发意识缺失
当前，大部分乡村中小学语文教师及学校管理

者仍认为课外课程资源的开发是少数学科专家的事，

一线教师只要把教材上好，完成教学任务即可，这

直接导致语文教材成了唯一的课程资源，大量有声

有色、有血有肉的校外课程资源被白白地浪费。［３］这

是教材观和教学观陈旧的体现，也说明导致乡村中

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缺位的首要原因是教师

缺乏课外课程资源开发意识。

（二）学科教学任务繁重
目前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这使得乡村教师仍承担着较为繁重的学科教学任务。

有些语文教师往往还要承担两门以上的其他学科教

学任务，“一个萝卜几个坑”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直

接导致中小学语文教师没有时间进修学习，更没有

精力开发和利用课外课程资源。

（三）课程研究能力不足
要较好地开发和利用课外的语文课程资源不仅

对教师的科研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还

需要学校具有校本教研的氛围。当前乡村中小学校

普遍缺少课程资源建设的主题研修活动和专家引领，

教师的科研素养和校长的课程领导力普遍较弱，这

使一些具有课外课程资源开发意识的教师常常感到
“心有余而力不足”。乡村教师缺引领、少研究，导

致乡村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困难重重。

三、乡村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
与利用的路径与方法

（一）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目的与
原则

１．提升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学生的发展要以核心素养为目标，不仅仅是让

其掌握语言文字，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文化内涵

和思想意识。”［４］核心素养为确定课程内容提供重要

依据。作为课内学习有益补充的课外课程资源，是

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有利抓手，这要求教师开

发和利用课外课程资源时，要以提升学生的语文核

心素养为指引去选择和确定课外课程资源的内容。

２．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质量

课外课程资源可以 “实现由课内到课外、由课

外到课内的相互转化、对接与融合”［５］，从而有效地

培养学生知识迁移运用的能力，使学生做到举一反

三。乡村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

以此为原则，有效提升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

３．实现学科课程融合

综合课程是基础教育课程建设的基本趋向之一，

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在综合课程建设中的地位十分重

要，这使得跨学科、跨领域的资源融合成为语文课

外课程资源开发的新要求。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例，

开发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可以将语文与历史、美术、

音乐以及品德与社会等学科实现有机融合，发挥综

合课程的育人合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４．推进乡村教育与文化振兴

新时代，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升乡村教育质量。［６］因

此，开发与利用乡村语文课外课程资源，要立足乡

村实际，体现乡村特色，以推进乡村教育与文化振

兴为目的和原则。

（二）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的路径与方法

１．深入挖掘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一般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方言土语、

民歌童谣、民间美术、地方戏曲、传统技艺、传说

故事、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小吃、地方特产、

民风民俗等文化遗存；二是乡村古建筑、纪念馆、

展览馆、文化馆、纪念碑亭、名人故居、革命遗址

和祠堂庙宇等文化场馆。民风民俗是特定社会文化

区域内人们世代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

正所谓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乡村的春节、

清明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以及婚丧嫁娶等活动也

有各地的特色风俗。乡村文化中蕴藏着大量丰富、

鲜活的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乡村中小学语文

教师要充分研究所在乡村的乡土文化，并将之与语

文教材有机结合，开发既让学生感兴趣又能引发其

同情共感的课外课程资源。例如，通过比较当地方

言与古汉语发音以及字义的区别，可以开发如古汉

语中词性活用的课外课程资源。

２．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乡村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正所谓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自然资源是乡村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

也是乡村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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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自然资源包括古树名木、名花异草、虫鱼鸟兽

等，也包括山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等自然景

观。乡村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

开发景物写作等课外写作课程，带领学生体悟名家

寄情山水的人生境界和寓情于景、以景抒情的文学

表现手法。

３．有效整合线下与线上资源

文学类、社科类以及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报刊、

图书等传统纸质读物构成了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

的线下资源库，如何利用这个资源库主要取决于中

小学语文教师是否善于创新性地整合这些资源。随

着乡村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当前大部分乡村学

校已经具备通过网络拓展课外教学资源的条件。在
“互联网＋”时代，网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丰

富的线上多媒体语文课外课程资源。通过网络，教

师可以有效利用诸如 《朗读者》《名家讲坛》等电视

节目或者网络词典、汉字笔画动画、卡通片、儿歌

等资源，并将之按主题进行编辑和重组，使之成为

可以与语文教材教学同步使用的课外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利用的路径与方法
与城市、县城和乡镇的学校相比较，乡村学校

办学条件较差，乡村语文教师课程研究能力较弱，

要充分利用语文课外课程资源，提升语文课外课程

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之更好地为提升乡村中小学语

文课堂教学质量服务，乡村中小学校和语文教师需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推动语文课外课程资源进入语文课堂

开发语文课外学习资源的直接目的在于丰富学

生的学习内容，通过多种途径使之与课堂教学资源

共同发力，提升语文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语文素

养。提升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课外资源不可或缺。

中小学语文中的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

际的教学和综合性学习的实施，都需要引入课外课

程资源。一旦乡村教师开发了合适的课外语文课程

资源，学校要鼓励其大胆将之引入语文课堂，以拓

展学生的视野，提高语文课程的教学效率，提升语

文课堂的教学质量。

２．依托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校本课程

课程资源是课程开发的基础，系统、完整的乡

村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经过进一步的开发可以

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为充分发挥语文课

外课程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学校不仅要鼓励教师将

其引入语文课堂，还应寻求教育专家的指导，积极

将基本成熟的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发展为特色鲜明的

本土化语文校本课程，使之成为特色学校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３．实现语文课外课程资源与综合实践活动相

结合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

生自主进行的综合性学习活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基于学生经验，又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能有效

提升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

能力。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成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

要实现乡村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的有效利用，

推进其与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是一种较好的方

式。例如，针对学校举办爱国主义教育研学活动，

语文教师可以将爱国诗歌朗诵等课外课程资源与之

有效结合，使之相互交叉、相互促进，这不仅有利

于提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质量，也有利于提

升语文课外课程资源的品质。

４．推进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向片区学校开放

中小学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开发完成后，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应推动学校将之向所在片区的其他学校

开放，实现资源共享。乡村学校条件较差、教师课

程研究能力普遍较弱，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语文课外

课程资源开发完成后，如果能在片区其他学校得到

广泛利用，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有效

提升片区学校的语文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课程开发

主体可以从片区其他学校获得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课

程资源的意见，从而促进该语文课外课程资源品质

进一步提升。

（邱志飞，蚌埠市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安徽

蚌埠２３３０００；汪文华，无为县教师进修学校，安徽

芜湖２３８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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