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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是以学校为基地

进行地方性、特色性等课程的

开发，教师开发课程的模式是

实践——评估——开发，主张

教师、学生、家长、社区等参与

课程的决策。

牡丹文化赋能乡村小学

校本课程建设，其目标是在探

讨牡丹文化对于乡村小学各

类课程教育价值的基础上，研

究牡丹文化赋能乡村小学校

本课程建设的路径和对策，从

乡土文化层面丰富基础教育

内容、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兴

趣、提升乡村小学教育教学质

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通过创新教学形式，

探索开发出既有地域特色又

适用于乡村小学的课程方案

和教材，构建包含课程体系、

支持体系、评估体系在内的校

本课程质量提升机制，为乡村

小学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案例

模版。

菏泽古称曹州，牡丹种植

历史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

清，至清代成为中国牡丹栽培

中心，享有“曹州牡丹甲天下”

的美誉。牡丹文化已深深地融

入菏泽人民的血液之中，成为

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在

乡村小学校本课程优化方面，

牡丹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

资源，将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地

方知识学习和对地方文化传统

的传承，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认同感，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牡丹文化赋能乡村小学

课程建设，可将牡丹文化资源

整合、牡丹文化与历史结合、

牡丹文化与美育相融合、牡丹

文化与传统手工艺结合等，将

牡丹文化通过语文课程、美术

课程、品德与生活课程、艺术

类课程、社会实践课程潜移默

化于乡村小学各类课程的教

育中。教师通过创新教学形

式，探索开发出既有地域特色

又适用于乡村小学的课程方

案 和 教 材 ，构 建 包 含 课 程 体

系、支持体系、评估体系在内

的校本课程质量提升机制，为

乡村小学教师提供可操作的

案例模版。

牡丹文化赋能乡村小学

校本课程建设，涉及文学、美

术、音乐、诗歌、民间艺术等不

同学科门类，要求教师必须具

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和专业技

能，同时，需要成立由多学科

教师组成的研究团队及吸纳

牡丹文化专家学者加盟，通过

教师团队、专家的通力协作，

完 成 不 同 学 科 的 课 程 设 计 。

具体研究方法可分为两步：

一 、采 用 文 献 研 究 法 和

实证研究法。收集查阅“牡丹

文化”“小学课 堂 教 学 ”等 相

关 文 献 ，整 理 当 前 国 内 研 究

的 成 果 ，总 结 出 目 前 乡 村 小

学 课 堂 教 学 的 新 动 向 、探索

牡丹文化赋能乡村小学课堂

教学的路径和对策。对牡丹

文 化 进 行 实 地 调 查 ，并 开 展

实 证 研 究 ，以 牡 丹 文 化 丰 富

多彩的内容激发小学课堂教

学 的 活 力 ，为 基 础 教 育 改 革

探索新路径。

二、选取乡村小学的语文

课程、美术课程、自然科学课

程、品德与生活课程、艺术课程

和社会实践课程，通过案例研

究的方法，以纸质版和视频等

方式，结合不同课堂形式提炼

形成优质课件，并形成《牡丹文

化与乡村小学校本课程优化路

径提升方案》，创新牡丹文化赋

能乡村小学课堂教学的新路径

和新对策。

充分发挥当地的文化资

源优势，从底蕴深厚、丰富多

彩的牡丹文化土壤中汲取养

分 ，将 地 域 文 化 融 入 学 校 教

育，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打

造别开生面、趣味横生的小学

课程新模式。本项目在研究

方法上，将突破以往课题研究

的桎梏，通过实地调研、口述

史整理、名家指导等丰富多彩

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牡丹文

化的丰富内涵，并将其有机融

入到小学校本课程教育的全

过程，从而克服传统线性课程

观的制约，推动形成立体多元

的整体课程观，为推进校本课

程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参照的

教育策略。

张桂芳（菏泽市牡丹区牡

丹小学）

我人生最早的照片我人生最早的照片，，是是 19661966
年年 1212岁小学毕业时的一寸半身免岁小学毕业时的一寸半身免

冠黑白照冠黑白照。。

每每端详这张发黄的照片每每端详这张发黄的照片，，当当

时照相前后的情景总会浮现在脑时照相前后的情景总会浮现在脑

海海，，尤其是照相时穿的那件让我尴尤其是照相时穿的那件让我尴

尬至极的花褂子尬至极的花褂子，，记忆尤为清晰记忆尤为清晰。。

小学毕业那年小学毕业那年，，家里仍然一贫家里仍然一贫

如洗如洗。。照毕业照时已是夏末秋初照毕业照时已是夏末秋初

时节时节。。听老师讲要照毕业照了听老师讲要照毕业照了，，我我

和同学们都是又惊奇和同学们都是又惊奇、、又激动又激动、、又又

高兴高兴。。由于大都是第一次照相由于大都是第一次照相，，老老

师为此做了专门师为此做了专门““动员动员””。。班主任班主任

肖钦德老师说肖钦德老师说：：““请平时光着脊梁请平时光着脊梁

（（赤裸上身赤裸上身））上学的同学上学的同学，，照相时务照相时务

必穿上褂子必穿上褂子，，系红领巾系红领巾。。至于穿不至于穿不

穿裤子穿裤子，，穿不穿鞋穿不穿鞋（（当时有不少同当时有不少同

学浑身上下只穿一个裤衩学浑身上下只穿一个裤衩）），，请大请大

家随意就行家随意就行。。””我一听老师的要求我一听老师的要求，，

心里顿时发毛了心里顿时发毛了：：我就是班里的我就是班里的

““裤衩一族裤衩一族””，，哪有什么褂子哪有什么褂子？？

放学回到家放学回到家，，我立即将老师的我立即将老师的

叮嘱告诉了母亲叮嘱告诉了母亲：：““娘娘，，老师说要照毕老师说要照毕

业照了业照了，，必须穿上褂子才能照相必须穿上褂子才能照相！！””

““哟哟，，这可麻烦了这可麻烦了。。小二小二，，你哪你哪

有什么褂子呀有什么褂子呀！！””母亲顿时着急起来母亲顿时着急起来。。

““老师对穿不穿裤子老师对穿不穿裤子、、穿不穿穿不穿

鞋子都没说啥鞋子都没说啥，，只是说不穿褂子只是说不穿褂子，，

光着脊梁光着脊梁，，没法照毕业证上贴的半没法照毕业证上贴的半

身照身照。。””我继续补充说我继续补充说。。

母亲心急火燎地开始翻箱倒母亲心急火燎地开始翻箱倒

柜柜。。折腾半天折腾半天，，摸出一件姐姐小时摸出一件姐姐小时

候穿的有花朵的褂子候穿的有花朵的褂子，，并让我穿上并让我穿上

试试试试。。我一看我一看，，急得想哭急得想哭，，说说：：““这这

怎么行怎么行？？小女孩穿的花褂子小女孩穿的花褂子，，

男孩怎么能穿男孩怎么能穿，，老师和同学们会笑老师和同学们会笑

话死我的话死我的。。””

母亲也觉得在当时的社会风母亲也觉得在当时的社会风

气下气下，，男孩穿个花褂子照相的确不男孩穿个花褂子照相的确不

行行，，便很是无奈地说便很是无奈地说：：““小二小二，，这样这样

吧吧，，我去高庄集我去高庄集（（高庄公社驻地有高庄公社驻地有

供销社供销社））买点蓝颜色买点蓝颜色，，把褂子染一把褂子染一

下下，，花朵就不显了花朵就不显了。。””母亲边说边立母亲边说边立

马顶着烈日向着十几里地外的高马顶着烈日向着十几里地外的高

庄集方向疾步走去庄集方向疾步走去（（当时乡下人去当时乡下人去

集市或进县城集市或进县城，，没有任何交通工没有任何交通工

具具，，只能步行只能步行））。。等到她气喘吁吁等到她气喘吁吁

地赶回来地赶回来，，已是掌灯时分已是掌灯时分。。母亲顾母亲顾

不上喝口水不上喝口水，，就找了一个小铁锅添就找了一个小铁锅添

上水上水，，倒上染料烧起来倒上染料烧起来，，烧开后即烧开后即

将花褂子泡进锅里将花褂子泡进锅里。。第二天一早第二天一早，，

母亲让母亲让我穿上她用火盆子烘干的褂我穿上她用火盆子烘干的褂

子子。。可发现蓝色染得很淡可发现蓝色染得很淡，，衣服上衣服上

的花朵仍然清晰可见的花朵仍然清晰可见，，我一脸不高我一脸不高

兴兴，，嘴噘得老高嘴噘得老高。。母亲惭愧地说母亲惭愧地说：：

““都怪我图省钱都怪我图省钱，，只花了五分只花了五分，，要是要是

买一毛钱的蓝颜色就好了买一毛钱的蓝颜色就好了。。””

我气不过我气不过，，还想再责怪她还想再责怪她。。可可

看到母亲为了这件衣服看到母亲为了这件衣服，，从头天下从头天下

午到今天早晨午到今天早晨，，都一直在忙活都一直在忙活，，已已

是疲惫不堪是疲惫不堪。。我不忍心再给母亲我不忍心再给母亲

添乱添乱，，万般无奈万般无奈，，只好极不情愿地只好极不情愿地

将褂子硬穿在身上将褂子硬穿在身上。。走进学校走进学校，，同同

学们看见我穿个花褂子排队照相学们看见我穿个花褂子排队照相，，

都指指点点的都指指点点的。。我羞得低下头我羞得低下头，，一一

言不发言不发。。等照完相等照完相，，便立即脱下便立即脱下

来来，，将褂子塞进了书包将褂子塞进了书包。。

时至今日时至今日，，珍藏在相册里的这珍藏在相册里的这

张方寸老照片张方寸老照片，，已保存整整已保存整整 6464年年。。

已经看不清我穿的是花衣服已经看不清我穿的是花衣服、、蓝衣蓝衣

服还是黑衣服了服还是黑衣服了，，可可

它却成为我人生所它却成为我人生所

经历苦难生活经历苦难生活的一的一

个生动例证个生动例证。。

转 眼 间 就

到大寒节气了，

最低气温已经到了

零下 5、6 度，真正到

了天寒地冻的时节。

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

的孩童正兴高采烈地滑

滑梯，不由想起自己童年

时在冬天玩的一种既能

御寒取暖、又能带来快乐

的游戏——挤加油。

挤加油，有的地方叫

挤暖、挤油或挤油渣，老

家梁山县城附近的几个

村 子 基 本 上 都 叫 挤 加

油。这是一种传统的儿

童游戏，尤其在冬季较为

流行。由于不需要特殊

的道具或场地，简单易

行 ，在 城 乡 大 受 欢 迎 。

从游戏的名称就可以知

道，游戏的主要玩法就

是“挤”。

20世纪 50年代到 70
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羽绒

服，家里条件好一点的

穿大棉袄、老棉鞋，

条件差些的就穿得

单薄一些，由于教

室四面透风，又

没有取暖设

备，上了一堂

课手脚都

冻 麻

了。下课铃一响，小伙伴

们蜂拥而出，开始了挤加

油的游戏。一群人紧靠

着墙根站成一排，从两头

往中间挤。也可以第一

位在教室的墙垛处，依次

排好，后面人开始往墙垛

用劲挤。嘴里还会一起

喊着号子“一二三加油，

挤得屁股冒油！”虽然现

在来看不是很文雅，不过

在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年

纪却觉得很好玩。

随着嬉笑玩闹声越

来越大，吸引了原来越多

的同学加入队伍。为了

不被挤出队伍，每个人都

扎着马步、胳膊拼命似的

往两边撑。被挤出队伍

的小伙伴，会马上转到队

伍尾巴后面，使出吃奶的

劲再往里挤，如此循环，

无穷无尽。就这样挤来

挤去，手脚都不冷了，头

上开始冒汗，号子喊得更

响亮了。准备去上课的

老师就在旁边笑眯眯地

看，眼里满是对学生的宠

爱和喜欢。当然，这和上

课不老实挨教鞭和粉笔

头是两码事。

待“叮叮当当”上课

铃响起，同学们便一哄而

散，跑向教室。有的同学

还一边跑一边掸身上的

白墙灰，有的同学忘了掸

灰或是衣服被磨烂了，中

午回家肯定又少不

了母亲的嗔怪。如

果放学或放假，就跟

小伙伴们约好时间，

在家附近的小胡同里

集合挤加油。有时候一

开始也不是玩这个游戏，

玩的是捉迷藏、弹玻璃球

什么的，随着人越来越多，

有人提议玩挤加油，就热

火朝天地挤起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

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教

室和家里都装了空调和

暖气，孩子们在明亮舒

适 的 环 境 里 看 书 写 作

业，闲暇时看着电视、刷

着手机、玩着精美的玩

具。他们的生活看起来

美好而安宁，可总感觉他

们 的 世 界 少 了 一 点 什

么。现在的孩子们虽然

不再依靠挤加油这种游

戏来御寒取暖，但也享受

不到这种游戏带来的

温暖和欢乐。这份情

怀也许只能存在于我

们那个年代人群的

记忆中，成为一种怀

旧的符号·····但

愿 一 切 美 好 的

回 忆 长 留 人

间、不会丢

失！

RR enqianwuyuenqianwuyu

人间物语人间物语

SS henghuosuojihenghuosuoji

生活琐记生活琐记

牡丹文化让小学课堂充满芳香牡丹文化让小学课堂充满芳香

我的小学毕业照
□陈奇

挤加油挤加油
□□刘继华刘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