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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ive educations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China’s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its purpose is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fundamental education policy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Student learning ability is a dynamic ability 
system	required	for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and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This	
paper	takes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northern	Shaanxi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regional	culture	can	be	integrated	with	the	five	
education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cultiv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northern Shaanxi is profound,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primary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rality, 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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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育融合是新时期中国全面建设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目的是在落实中国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方针的基础上培养具
有全面发展能力的人才。学生学习能力是构建综合教育体系所需要的一个动态的能力体系，是实现五育融合的关键。论文
以陕北地域文化为例，探讨地域文化如何与小学生五育融合，以提高小学教育的综合素质培养。陕北地域文化深厚，融入
小学教育，能够促进学生的道德、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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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五育融合作为中国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方向，经历了从

“并举”到“融合”的过程，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必

要性，在中国教育发展中逐步占据重要地位。五育融合涉及

学生的学习，而学习需要学生学习能力的参与。立足于五育

融合的角度，着重思考小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在微观上符合

五育融合发展的条件，也促进了小学生学习水平的提高，从

宏观上促进了中国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教育目标的实现。小学

生的五育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五育教育

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

全面素质。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能够为五育教育提

供丰富的素材和情境。陕北地域文化因其深厚的历史和独特

的民俗，为小学生五育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持。

2 陕北地域文化的特点

2.1 厚重的历史底蕴
陕北地域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其厚重的历史底蕴。这

一地域拥有着悠久而令人自豪的历史，曾经是古代中国文化

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漫长的岁月中，陕北地区见证了众多

历史事件的发生与演变，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这些历史

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而且为陕北

地域文化增添了许多宝贵的文化元素。其中，最著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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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包括位于陕北的长城和黄帝陵等，它们成为中国历史的

重要象征，引人瞩目。陕北地域文化因此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信息，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

值 [1]。

陕北地域文化的历史底蕴还体现在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中。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陕北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

包括民俗、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这些文化传

统代代相传，传承至今，为这一地域增色不少。陕北地域文

化的丰富多彩使其成为一个文化宝库，值得深入挖掘和研

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在陕北地域文化中，民俗传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这里有着丰富多样的年俗、婚俗、节令习俗等，这些传统活

动既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承载着历史文化的传承。例如，

陕北地区的过年习俗包括闹秧歌、唱道情、打腰鼓、贴窗花

剪纸、捏面花等，这些活动都与古老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

联系，反映了人们对祥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这些民俗传统不

仅为陕北地域文化注入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也为社会和家庭

提供了凝聚力，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2.2 丰富的民俗传统
第一，陕北的民俗传统极具特色。陕北的各种民俗活

动凸显了陕北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闹

秧歌、陕北说书、转九曲、打腰鼓、唱民歌、唱道情等活动。

这些传统活动不仅富有娱乐性，更重要的是承载着深刻的文

化内涵。这些民俗传统在陕北地区代代相传，连接着不同年

龄层的人，传承着文化价值观 [2]。

第二，婚俗传统也在陕北地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婚礼被认为是人生中的重要仪式，因此陕北的婚俗传统异常

丰富多彩。从订婚、婚礼仪式到婚礼后的习俗，每一个环节

都有其独特的传统。例如，在陕北地区，拜堂、抢亲、拜天

地等仪式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反映了对家庭和婚姻的珍视。

这些婚俗传统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弘扬了传统的美德和礼

仪。同时，这些传统也是社会凝聚力的表现，帮助人们建立

亲情、友情和社交网络。

2.3 特色的方言和文化语言
陕北地域文化地处中国的北部，因此其方言与普通话

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方言在发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呈

现出独特的特点。作为一种语言工具，陕北方言不仅有着自

己的语音体系，还拥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让人们能够在交流

中表现出陕北地域文化的特色。这对于语言教育来说是一种

宝贵的资源，因为它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并学习多样性的语

言，拓宽他们的语言视野。此外，陕北地域文化的方言也有

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方言往往反映了当地人们的

生活方式、习惯和文化特点。学习陕北方言不仅能够帮助学

生掌握一门新的语言技能，还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当地

文化的独特之处。通过方言，学生可以了解当地人民的日常

生活、习俗和传统价值观，增进对陕北地域文化的尊重和理

解 [3]。

在小学教育中，利用陕北方言和文化语言作为语言教

育的资源，可以开展有趣的语言学习活动，如学唱陕北民歌、

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等。这些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语言

的兴趣，还促进了文化传承、交流和跨文化理解。此外，了

解方言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选择，培养他们的多语

言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3 陕北地域文化与五育融合

3.1 德育
陕北地域文化与五育融合的第一个方面是德育。在陕

北地域文化中，传统的价值观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孝道、

忠诚、勤劳等。这些价值观念不仅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还

是社会道德准则，可以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范本，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一方面，孝道在陕北地域文化中具有深刻的影响。陕

北人常常强调尊敬长辈，孝顺父母，这一传统的孝道观念有

助于培养学生对家庭和社会的尊重与关爱。通过学习陕北地

域文化中孝道的故事和实践，学生可以明白孝敬父母是一种

美德，从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忠诚和勤劳也

是陕北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陕北人民常常视忠诚为高贵

的品质，将其视为对国家和家庭的责任。这种价值观可以帮

助学生培养忠诚和责任感，促进道德品质的提高。同时，陕

北地域文化中的勤劳观念也强调辛勤劳动的重要性，这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积极进取的品质 [4]。

3.2 智育
智育是小学生五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陕北地域

文化在这方面也有着显著的作用。其丰富的历史和民俗传统

为学生的智育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不仅拓展了他们的知

识领域，也激发了对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浓厚兴趣。

首先，陕北地域文化的历史底蕴对于历史教育具有特

殊意义。这一地区曾是古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

有众多历史遗迹，如长城和黄帝陵。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历史

遗迹和相关的历史事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

发展脉络。陕北地域文化的历史资源丰富多彩，不仅有助于

学生拓展知识面，也能够激发他们对历史的热爱。

其次，陕北地域文化的民俗传统也可以作为地理和文

化教育的生动教材。学生通过了解年俗、婚俗、节令习俗等，

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这不仅有

助于拓展学生的地理和文化知识，还培养了他们的文化尊重

和理解能力。通过生动的教材和实际体验，学生将更深刻的

了解文化差异和多样性 [5]。

最后，陕北地区拥有的独特红色革命文化对于学生形

成爱国主义意识，养成爱国主义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陕北地

区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摇篮，凝聚了无数革命家的政治智慧。

充分利用这些红色资源对学生进行教育，不仅可以了解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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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更对个人行为习惯、良好品质的形成有积极意义。

3.3 体育
体育是五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陕北地域文

化中的传统体育项目提供了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资源，可以

有力地融入学校的体育课程，促进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

第一，陕北地域文化中的传统体育项目反映了当地人

民对体育的热爱和传统。例如，陕北秧歌是一项陕北人热爱

的休闲娱乐项目，它不仅锻炼了身体的协调性和灵活性，也

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陕北腰鼓豪放洒脱、热情洋溢，可培

养学生的内在平衡和身体柔韧性。通过学习这些传统体育项

目，学生可以感受到陕北地域文化的丰富体育传统，并培养

对体育的兴趣。

第二，将这些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学校的体育课程有助

于促进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这些项目注重身体的锻炼和协

调性，有助于学生发展强健的体魄，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和

协调能力。此外，这些传统体育项目也能够激发学生对体

育的热情，增强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

通过传统体育项目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素质，还

能够了解和尊重陕北地域文化的体育传统。这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文化尊重和跨文化理解，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多元文化的 

社会 [6]。

3.4 美育
首先，陕北地域文化中的传统艺术如秧歌和大鼓、剪

纸、面花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情感和价值观。将这些传统艺术融入学校的美育课程，可以

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差异，培养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

理解。学生通过学习和表演这些传统艺术，能够感受到陕北

地域文化的独特之处，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

其次，传统艺术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

秧歌和大鼓、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等传统艺术项目要求学生

在表演中展现出音乐、舞蹈、戏剧等多方面的综合素养，培

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音乐感和表演技能。

最后，这些艺术形式常常强调团队协作，促进学生的

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最重要的是，传统艺术的学习不仅是

一种艺术体验，还可以成为学生的创作灵感。通过学习和参

与传统艺术，学生可能会受到启发，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表

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培养创造力和表达能力 [7]。

3.5 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是小学五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陕

北地域文化中的农耕文化和手工艺传统为劳动教育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技能。

首先，陕北地域文化中的农耕文化反映了农村生活和

农业劳动的重要性。学生通过了解农耕文化，可以理解农村

社会的特点，了解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性。将这些

知识融入劳动教育中，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农村生活的实际技

能，如耕种、播种、收割等，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农民劳动

的尊重和理解。

其次，陕北地域文化中的手工艺传统是劳动教育的宝

贵资源。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如剪纸、面花、布堆画、柳编

技艺等，反映了陕北人民的巧手和智慧。学生通过学习这些

手工艺技能，可以培养动手能力，提高实际操作技能。此外，

手工艺制作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耐心，提高他们的

解决问题能力 [8]。

最后，最重要的是劳动教育不仅是一种技能培养，还

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经验。学生通过亲身参

与农耕活动和手工艺制作，能够感受到劳动的辛苦和乐趣，

培养实践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于他们未来的职业和

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论

陕北地域文化作为一种丰富的文化资源，能够与小学

生五育教育有机融合，提高小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充分挖

掘和利用地域文化，小学生将更好地理解和热爱自己的文化

传统，形成文化认同。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发扬优秀传统文

化，形成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同时在五育融合中取得更好的

发展。因此，地域文化的与学生的五育融合教育对于小学生

的综合素质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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