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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教育局（复函）

张教复〔2024〕48 号

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 250 号提案的办理意见

张瑜委员：

您好！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250 号会议提案《关于

将港城乡土文化融入中小学教育的建议》，结合我市学校目前乡

土文化课程开展的实际情况，现答复如下：

一、开设“乡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乡土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您说提到的“乡土文化

是文化的最小集合，是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是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文化

不仅是一种物质的财富，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开展“乡土文化”
教育对提升青少年儿童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认同，培养爱国、爱家

乡的情感尤为重要。据统计，目前我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中有

近半数为非张家港本市籍，本市籍的学生中还有部分是“新市民”，



因此对于本土文化的认知较为缺乏。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乡土

文化”认知，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的“乡土

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二、我市目前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的现状

目前，我市“乡土文化”教育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是语文课外阅读。目前，中小学正常情况下，都会开设课

外阅读，对于各地的“乡土文化”有所涉及。因目前学校课程及教

学安排，总的阅读量还是有限。

二是各种语言类的学生活动。我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教

育局基础教育科负责）每年均组织开展相关的书法、绘画以及语

言类比赛，其中的部分内容涉及到“乡土文化”，比如每年的张家

港市“普通话、张家港方言和英语口语”比赛（三话比赛），其中

的“方言”内容就是涉及到我市的“乡土文化”内容，包括“沙上”文
化、“河阳”文化等，通过艺术的做法，融入到活动中去，讲好张

家港故事，对学生起到了积极的文化推动作用。另外，我市目前

与英国、韩国、新加坡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学校结成友好姐妹

学校，学生间互相交流、互访，将我市的本土文化推介给他们，

促进了文化交流。

三是“乡土文化”融入中小学艺术教学。目前，在我市教师发

展中心的指导下，美育教育在中小学校普遍开展。学校专门开辟

专题，让同学们认识港城“本土文化”，如凤凰镇学校普遍开展的

“河阳文化”，包括河阳山歌传唱、河阳烙画、河阳剁秀等，港区

小学的“绳编”等，各校根据特色内容将这些内容融入艺术课堂教

学，同时还开设一些相关社团，拓宽了“乡土文化”的传播途径。



四是和专业教育机构协同合作。目前，我市“吴派古琴”艺术

馆已经走进我市多所中小学校，开展公益性讲座和实践活动，受

到了师生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同学对“古琴”产生了兴趣，学

校定期开展古琴课堂，由古琴社派出专业老师进校指导，也丰富

了学校的艺术课堂，提升了学生的艺术素养。

三、根据委员建议，下阶段我们的工作思路

一是进一步加强学科阅读和艺术教育。鼓励中小学校按照课

程整体教学安排和教学时长将我市“乡土文化”融入学校语文阅

读教学和艺术教育。但根据目前的实际教学现状，语文教学课时

相对紧张，为了完成课本的教学任务，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进

行阅读。主要还是通过课外延时课将“乡土文化”教育融入其中。

另外，一方面加强和提升相关老师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和理解，

加强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学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开设相关文化

和艺术课外活动课程。

二是将现有的涉及到“乡土文化”的学生活动做优，如上面提

到的每年的各种语言类学生活动。我们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将活

动范围扩大，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体验“乡土文化”、感悟文

化魅力。

三是积极争取校外资源走进校园，在合乎规定的前提下开展

合作，共同丰富学校的文化活动，让学生感受到更多的文化熏陶。

此复。

张家港市教育局

2024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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