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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农村地区小学开展第二课堂的路径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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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省Ｘ县 Ｈ小学通过乡村少年宫、多彩大课间、周日打歌及睡前广播等途径发展起来的第二课堂有效地

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开发了教 师 的 潜 能、传 承 了 各 民 族 的 传 统 文 化，能 为 类 似 地 区 的 教 育 工 作 提 供 相 应 的 参 考 与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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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民族

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一直较为落后，诸多的研究也

表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要低于汉

族学生，［１］导致不少人对此持“文化缺陷论”，也让许

多少数民族的学生对学习失去信心，从而引发其严

重的厌学情绪并导致辍学率居高不下。近年来，随

着国家对民族农村地区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不

少学校开始通过从第二课堂开展的各类活动入手，

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喜欢学校生活从而渐渐愿意

学习，在发展其各方面才能的同时提高其学习成绩。

Ｈ小学就是其中的典型，它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第

二课堂活动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发展了教

师的潜能，弘扬并传承了民族文化，能为类似的民族

农村地区的学校提供有效借鉴。

一、Ｈ小学基本情况

Ｈ小学隶属云 南 省 临 沧 市Ｘ县（民 族 自 治 县）

Ｈ乡，作为 Ｈ乡的中心完小，它是一所典型的乡村

寄宿制小学（住校生４１３人），下辖四个校点。学校

始建于１９８３年，占 地 总 面 积１５亩，校 舍 建 筑 面 积

４１１６平 方 米，图 书２３７１２册。学 校 现 有 教 职 工３９
人，就其学历而言，其 中 本 科 学 历１１人（１０人 为 汉

族）、专科学历２７人、中专学历１人；就其民族而言，

汉族教师１９人、傣族１４人、佤族２人、白族２人、彝

族１人、景颇 族１人。现 有１５个 教 学 班，学 生６３７
人，少 数 民 族 学 生４７５人，占 学 校 总 人 数 的７４．

５７％，主要由 傣、佤、拉 祜、彝、傈 僳、景 颇 等 民 族 组

成。学校共配备了２０余个多媒体教室，并设有计算

教室１间，教学用机２５台，还拥有１个室外竹鼠养

殖基地。Ｈ小学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获得中国福利彩票

和中国体育彩票资助而建成了乡村少年宫，获批金

额１４万。借助乡村少年宫的平台，学校的第二课堂

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成效显著。

二、Ｈ小学开展第二课堂的路径

所谓第二课堂，是指在中小学常规教学的基础

上开辟课堂教学之外的教育活动。［２］其内容广泛，形

式多样，旨在开拓学生的视野，锻炼其动手操作与实

践能力，培养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及学会团结协作的

精神。因此，第二课堂不仅是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

载体，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从而掌握在社会生存

之本领的 主 要 阵 地。Ｈ 小 学 主 要 通 过 以 下 四 条 路

径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一）绚烂多姿的少年宫

通过三年的发展，Ｈ小学的乡村少年宫已初具

规模并开始形成特色。在活动项目的整体设计和实

施过程中，Ｈ小学在把大众化的项目融入到少年宫

活动的同时不断挖掘 Ｈ乡的民族特色文化，把民间

传统文化引进少年宫活动之中。目前学校的大众化

项目共有１５个，分别是：篮球、排球、羽毛球、象棋、

围棋、书法、绘画、横笛、竖笛、吉他、经典诵读、架子

鼓、歌舞、智力游戏、童谣；特色项目５个，分别是：象

脚鼓、打歌、刺绣、葫芦丝、民族舞蹈（傣族、佤族和景

颇族）。学校于每周四下午第３－４节课定期开展少

年宫活动，所有老师均有负责的项目，所有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想要参加的项目，并由大队辅

导员根据报名情况做适当调整，在尊重学生意愿的

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均衡发展各宫。自２０１３年开

展以来，少年宫活动广受学生的喜爱，起到了寓教于

乐的作用。

（二）丰富多彩的大课间

借助乡村少年宫的平台，Ｈ小学将大课间活动

开展得有声有色，不再仅限于每天做国家规定的广

播体操，而是独树一帜将诸多特色活动放置于大课

间，使得每天的大课间活动都不一样。从周一至周

五的大课间活动分别是：升旗仪式、国学操、广播体

操、景颇舞、摇沙（傣族舞）。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国

学操，是 Ｈ小学的教 师 自 行 创 编 的，并 将 经 典 诵 读

的名篇《弟子规》等融入其中，巧妙的将国学教育与

阳光运动合为一体，学生边做操边朗诵，通过优美的

舞姿来诠释中华之国学精粹。此外，景颇舞也是 Ｈ
小学的一位 景 颇 族 教 师 根 据 学 生 的 实 际 编 创 而 成

的，结合了民族歌舞的动作和流行健身的动作，让学

生在最基本锻炼的同时感受民族文化，既锻炼其全

身所有部位又在无形中传承悠久、独特的民族文化。

（三）欢乐祥和的周日打歌

“打歌”史称“踏歌”，也称“打跳”，是一种群众自

娱自乐型的民间歌舞。［３］在当今西南地区的少数民

族中仍十分盛行，尤其以彝族、白族、纳西族、佤族等

民族为主。Ｈ小学的打歌活动由于形式多变、动作

简单易学、节奏性强等特点而十分受学生青睐，其打

歌的曲目 包 括《泸 沽 湖 打 跳》、《小 凉 山 彝 族 打 跳》、

《欢乐的打跳》等。由于 Ｈ 小 学 大 量 的 寄 宿 生 因 其

家庭住址离学校较远，不得不周日晚上到学校住宿，

如同我国其他广大的农村地区一样，Ｈ小学原本要

求所有寄宿生周日晚上到学生进行自习，结果发现

不少学生借此机会进入周边的网吧上网而逃学，于

是学校便将自习改成了打歌。４００多名学生在３－４
名老师的组织和带领下，以班级为单位在操场上围

成大小不等的可随时变换的几个圆圈，开始随着广

播进行打歌。有时少先队辅导员还会用电子琴进行

伴奏，学生大多很开心。

（四）轻松暖心的睡前广播

地处中缅边境 的 Ｘ县 又 是 多 民 族 聚 居 的 少 数

民族自治县，其 教 育 质 量 比 之 内 陆 地 区 相 对 落 后。

作为乡中心完小的 Ｈ小学，由于其生源３／４是来自

附近村寨的少数民族，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接受过

正规的学前教育，因此汉语水平较差。而 Ｈ小学的

汉族教师却接近占到了教师总数的一半，难免造成

低年级的学生学习吃力，语文成绩差的后果。加之

寄宿生多数喜欢在睡觉前三五成群地谈天说地，乃

至熄灯之后仍窃窃私语，于是，乡教办的主任便提出

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播放广播的想法。当然，广播的

内容主要是颂扬美德的温暖小故事，在提高学生汉

语水平的同时提升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并在无形

中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

三、Ｈ小学第二课堂的实施成效

Ｈ小学开 展 第 二 课 堂 活 动 的 成 效 是 非 常 明 显

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厌学、逃学现象明显减少

在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前，由于其学业成就低，导

致大多数的学生对学习提不起兴趣，进而产生厌学

情绪，逃学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三年级一个班就有

好几个曾经逃过学的学生。据教办主任反映，由于

之前周日要上晚自习，许多孩子拿着家长给的钱就

跑去网吧上网，根本不到学校上课，老师便只能挨个

网吧找人，不仅加重了老师的负担，也在当地造成了

不好的影响。自开始周日打歌以来，学生们都乐意

到学校唱唱跳跳，自得其乐。尤其是每周的少年宫

活动时间，学生们脸上洋溢的自信是平时在学习时

很少见到的。特别是有些平时成绩不好的孩子，在

少年宫活动中却能表现得很突出，这让他们找回了

信心。

（二）发展了教师的潜能，使其成为一专多能型人才

Ｈ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本是不高的，上文统计

的均为他们的在职教育水平而非全职日学历，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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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全职日学历，除去两名是高中学历外其余人均为

中专，甚至有原本所学专业为会计或者文秘的，可见

其师资力量之薄弱。尤其缺专职的音乐、美术等艺

术老师，导致前两年学校不得不将原本学健美操专

业的体育老师派去教音乐。但是，自从学校着手开

展各类第二课堂活动以来，Ｈ小学不断地派老师前

往县、市学习 或 培 训，甚 至 进 入 村 寨 向 民 间 艺 人 请

教，渐渐使得教师们除了原本的课堂教学技能之外，

还掌握了诸多的指导学生实践的知识和技巧，在教

学相长的过程中使其更进一步完善自己，发挥自己

的潜能。让他们除了教授学生课本知识以外，还能

在学校的诸如六一儿童节、泼水节、运动会等节日的

表演或比赛中一展所长，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校

的进步做出贡献。

（三）传承了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了各民族学生和睦

共处

　　Ｈ小学 开 展 的 第 二 课 堂 活 动 在 传 承 民 族 文 化

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诸如象脚鼓、打歌、刺绣、

民族舞蹈等活动，都能让学生体会到少数民族文化

的引人入胜之处，使得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

作为一个民族学生的自豪。尤其是象脚鼓，一般得

配合着嘎秧舞一起表演，且由于其比较笨重，现代人

会的比较少，Ｈ小学将其放入第二课堂活动中并传

授给高年级的学生，无疑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

途径。此外，作为乡中心完小，近几年的撤点并校将

附近的几所小 学 全 体 或 者 部 分 的 学 生 归 并 到 了 Ｈ
小学，导致原本来自山上的某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学

生变得胆小、自卑，不愿意和别的民族的学生一起玩

耍，学习成绩下滑，乃至时有打架现象发生。但第二

课堂活动的开设让他们多了与教师和其他同学交流

的平台，他们也渐渐在活动中学会和别的民族的学

生和睦相处，开始慢慢融入新的学校生活。

综上，Ｈ小 学 借 助 乡 村 少 年 宫 的 平 台，从 其 校

情出发，联系师生具体实际，通过多种途径发展起来

的第二课堂活动颇具成效，是发展民族农村地区基

础教育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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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相关数据来自 Ｈ小学教导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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