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领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社区教育顺德模式

成果总结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振兴，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新乡土社会”，社区教育如何引领乡土文化传承创新，

保留传统文化精华并融合现代文明要义，塑造出特色鲜明的“新乡土文化”，既关系到

湾区融合发展进程，更涉及数千万海外乡亲的家乡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

传承和创新发展。

顺德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和珠三角腹地，有着沉淀五百余年深厚的传统文化与民间风

俗，儒林浩荡、耕读盛行，是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进程中，率

先发展，乡村面貌发生了较大改变。一方面，传统乡土文化的载体在逐渐消失，乡土文

化教育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优秀乡土文化面临失去传承的危机；另一方面，顺德乡村产

业发展，在为周边城市群输送大量人才的同时，也吸纳了为数众多的“新市民”融入，

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演变成“村民+新市民”的“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

会”，建立在传统乡村特征上的价值观念，亟需实现现代化重塑。

基于乡土文化发展的现实和乡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2008 年，顺德区委、区政

府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顺德区社区学院，社区学院依托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育

教学资源，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乡土文化发展。2012 年，认识到乡土文化发

展的关键在于重塑“新乡土伦理”，社区学院依托佛山市实施《广东省创建幸福村居五



年行动计划》推进乡土文化教育工作之际，开始谋划以重塑“新乡土伦理”为核心的乡

土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

2014 年 12 月，我校制定《关于依托社区教育体系推进优秀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

的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建教结合”理念，通过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

精华+现代伦理要求”为核心要素，以“乡村地标性建筑+公共空间建设+文化活动设计

+工匠技艺传承”为载体和路径，将现代化乡村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乡土建筑文化、景观

文化、民俗文化、技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乡村环境浸润、校园师生传承、社区体

验强化，探索重构乡土伦理的体系。

有计划地推动不同镇街的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实践和检验乡土伦理重构体系的

合理性与有效性。其中，2015 年，构建形成以区社区学院为龙头，各镇街职业技术学

校为骨干，村（居）社区教育站为阵地的三级社区教育办学体系。2016 年，成立以区

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与各镇（街）综合文化站（文化中心）为主体的两级社区教育基地，

截止 2021 年，形成 33 个乡土教育基地。2017 年，在杏坛镇推动顺德镇青田村开设“青

田论坛”，以村落改造为抓手，推动形成复兴乡村文明的“青田样式”，成为全国乡土

文化教育的示范标杆。2019 年，在陈村镇举办首届《三字经》启蒙文化周，粤港澳三

地青年用普通话、粤语、英语、手语，诵读三字经启蒙文化，推动大湾区文化认同与融

合发展。2019 年，龙江镇政府共同推动编撰 22 卷本《龙江村志》。2020 年，在均安

镇举办“功夫+”文化周，线上线下结合，举办国际武术联合会成立 30 周年庆典、第

三届佛山武林大会等活动，推动均安“传承小龙精神，打造功夫小镇”。2020 年，在

北滘和美术馆落成，推动形成基于和美术馆的北滘乡贤文化建设。



以传承、发展乡土优秀文化、重塑乡土伦理为根本目的，针对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

化教育受重视程度不足，统筹发展不力、教育资源流失、载体缺失等问题，更新理念、

强化统筹、创新路径，“建教结合”形成了引领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社区教育顺德模

式。

（1） 以新乡土中国理论为指导，提出“建教结合”引领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社

区教育新理念。基于顺德基层社区联结海内外乡亲的特殊地位，以及外来务工群体融入

的现实需要，明确以社区教育引领乡土文化传承创新、凝聚社区核心价值、增进文化认

同、重塑乡土伦理；（2）强化统筹的运行机制。“政校社企”协同，统筹推进社区教

育发展；（3）立体多元的资源开发机制。创建“元素整合+地标建设+品牌创建+标准

推广”的教育资源建设新路径，建成系列乡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形成“一镇一品一地

标”的乡土文化教育格局；（4）因地制宜的师资队伍建设机制。建成一支含非遗传人、

乡村工匠等在内 2140 余人的师资队伍；（5）相生相长的教育教学机制。复兴民俗活

动，大量使用活动课程、体验课堂，极大提升了教育吸引力；（6）着眼长远的标准化

推广机制。推动乡土文化教育机构设置、资源建设、品牌开发等规范化、优质化发展。

1.创建“政校社企”协同运行机制，创新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机制，解决社区乡土

文化教育长期缺乏统筹、师资队伍严重不足的痛点

2014 年，顺德区政府发文成立“佛山市顺德区社区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由

区委、区政府领导牵头，全面统筹和指导全区社区教育的工作。形成了政府统筹、社区



教育机构牵头、社会组织积极支持乡土文化教育的机制，政府每年投入 2500 万元，撬

动社会资金投入过亿，协同发展乡土文化教育创新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机制。依托顺德

丰富的乡村技艺文化资源，如：顺德拥有香云纱整染技艺、龙舟说唱等 4 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曾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曲艺之乡”“中国功夫之乡”

等，2014 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美食之都”称号，现有 37 个乡土文化项目

列入国家、省、市、区四级非遗名录，认定各级非遗传承人 41 人。顺德社区学院从非

遗传承人、乡村工匠中择优组建了一支村居“文化导赏队”，与职业院校、社区院校、

社区组织的师资力量整合，”四位一体”建成一支 2140 余人组成的乡土文化教育师资

队伍。

为有效提高师资队伍水平，依托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基地”，成立了顺德粤剧曲艺学院、顺德武术学院、顺德厨师学院等区域特色文化机

构，开展乡土文化教育师资培训。在镇街和基层社区，通过“文化讲堂”“社区学堂”

等形式定期举办乡土文化教育师资培训。

2.“元素整合+地标建设+品牌创建+标准推广”，建成立体化乡土文化教育资源与

活动体系，解决乡土文化教育资源流失、载体缺失问题

社区教育机构与文化部门等共同制定乡土文化教育基地设置标准，建成如“年桔文

化馆”“三字经公园”“和美术馆”，以及龙舟说唱、八音锣鼓非遗传承基地等地标性

优秀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形成每 1 镇街至少 1 个乡土文化教育品牌，1 个地标性乡土文

化教育基地的“一镇一品一地标”实践教育基地格局（如图 1 所示），解决乡土教育载

体不足、现实场域缺失的问题。



图１：顺德乡土文化”一镇一品一地标”

系统化编研出版启蒙文化、村庄社区历史志等 50 余本乡土文化教育文字教材；规

范化开发“顺德烹调技艺”等 7300 余项数字化资源，丰富乡土教育资源。

3.善用体验式活动，巧妙设计乡土文化教育情境，解决乡土文化教育吸引力不强、

教育浸润效果不佳的问题

创新活化龙舟赛、三字经启蒙文化周、农耕文化传承系列教育活动、顺德美食文化

节等活动，将区域内乡土文化教育资源串珠成链，开展丰富多彩的情景式、体验式现场

教学，建成系列乡土文化教育国家级和省级品牌，显著提升乡土文化教育效果。

表 1：近年来顺德主要乡土文化推广学习活动

活动名称 场 次 活动参与人数

“三字经传统文化宣讲“ 50 场/年 20000 人次/年

三字经启蒙文化周 1 周/年 3000 人次/年

农耕文化传承系列教育活动 5 场/年 1500 人次/年

顺德美食文化节 1 月/年 30000 人次/年

顺德龙舟 50 场/年 10000 人次/年



黄龙书院“大巴党校” 100 场/年 10000 人次/年

朱子学堂 24 场/年 2000 人次/年

“好学顺德，悦读生活“

全民阅读活动

2015 年至今

2600 场
30 万人次/年

顺德图书馆公益电影活动 107 场/年 4217 人次/年

顺图百科视频讲座 47 场/年 228 人次/年

“每周音乐会” 52 场/年 314 人次/年

“免费送课进企业”惠民工程

顺德工会职工大讲堂

2015 年至今

360 场
40800 人次

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中国”理论基础上，结合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

变化实际，学界形成了“后乡土中国”理论，指出今天的中国乡村，与费孝通先生提出

“乡土中国”时的中国乡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的建设方法和路径也必然有所

不同。根据这一理论，与内地乡村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乡村呈现出现代化发展的“新乡

土社会”特征，如何构建适应“新乡土社会”的“新乡土伦理”，关系到乡村文化现代

化的实现，影响着区域进一步发展和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路径。

本成果提出“建教结合”理念，通过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精华+现

代伦理要求”为核心要素，以“乡村地标性建筑+公共空间建设+文化活动设计+工匠技

艺传承”为载体和路径，将新乡土伦理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乡土建筑文化、景观文化、民

俗文化、技艺文化等，实现乡村环境浸润、校园师生传承、社区体验强化，探索形成了



完整、有效的乡土伦理重构体系，具有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有机地丰富和发展了“后

乡土中国”理论。

同时，通过系统构建起强化统筹的运行机制、立体多元的资源开发机制、因地制

宜的师资队伍建设机制、相生相长的文化活动与体验式教学结合机制、显著提升了社区

乡土文化教育氛围和乡土文化教育效果，丰富和发展了社区教育和乡土文化教育理论。

1.探索了乡土文化教育资源建设新路径。

1）以要素提取与地标建设相结合，将新乡土伦理核心价值观念融入乡土文化地标

性建筑建设，加以系列文化教育活动设计与策划，积淀乡土文化教育资源，塑造建设乡

土文化教育品牌将区域内乡土文化教育品牌资源串珠成链，建成文化中心、村史馆、祠

堂等区、镇、村（居）三级特色鲜明的教育实践基地。

如以凤城食都为地标的“大良美食文化”，融入“敬业、诚信”核心价值观，强调

传承创新、精益求精；以三字经公园为地标的“陈村三字经文化”，融入“文明、和谐”

核心价值观，强调“首孝悌、习礼仪”；以和美术馆为地标的“北滘乡贤文化”，融入

“富强、民主、爱国、敬业”核心价值观，强调创新、开放、包容、富强等。

2） 社区教育机构与文化部门等共同制定乡土文化教育基地设置标准，以此建成

205 个区级、镇（街）级、村（居）级一批优秀乡土文化传承基地。实现乡土文化教育

文字教材系列化、规范化，编研出版启蒙文化、村庄社区历史志、美食文化等 50 余本

乡土文化教育文字教材。每年举办全区“社区教育优秀微课评选活动”，按照统一标准

评选出“顺德烹调技艺”等 7300 多项乡土文化教育数字化资源，推进乡土文化教育数

字化资源建设的规范化。

2019 年，龙江镇出版 22 卷本《龙江村志》，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完成全镇所有村庄

实践创新：探索了乡土文化教育资源建设新路径、创新了教学方式方法、
丰富了乡土文化教育实践



社区历史志书的镇街，通过文字教育实现乡土文化历史全方位的启蒙、承传与弘扬。

2021 年，乐从镇十二辑“光阴的故事”祠堂系列乡土文化解读推文更进入《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实现地方乡土文化教育的国家传播，成为地方乡土文化的典范。

2.创新教育教学方式。

提供系列“体验式”教学课程，重塑核心价值、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城市新市民以

及新一代海外乡亲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如：

1）创建“活动体验式”课程。顺德陈村镇文化底蕴深厚，也是中国启蒙经典《三

字经》作者区适子的家乡（宋末元初顺德陈村登洲人）。依托陈村镇建成的《三字经》

文化公园、区适子纪念馆，社区学院策划了定期的启蒙文化教育活动课程。2019 年 11

月，陈村镇举办首届《三字经》启蒙文化周，邀请粤港澳三地青年，通过乡土文化共同

追寻中华历史文脉，粤港澳青年普通话、粤语、英语、手语同台，两岸三地四语千人齐

诵三字经启蒙文化，如图２所示。同时，以研学为桥梁，延伸文旅教育产业链，共同推

进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乡土文化融合与创新，增添凝聚力和向心力。

图 2：2019 首届陈村三字经启蒙文化周

2020 年，李小龙诞辰 80 周年之际，策划均安“功夫+”文化周，通过线下与线上

结合的形式，举办“功夫+”文化周，把国际武术联合会成立 30 周年、第三届佛山武



林大会的开幕式融合在一起，综合展示功夫、舞狮、粤剧等岭南乡土文化，向青少年弘

扬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

2）探索“环境体验式”课程。顺德杏坛镇青田村，总面积约 690 亩，全村只有 163

户人家（如图 3 所示），既没有历史文物遗迹，也没有发展优势。2017 年，顺德社区

学院与顺德区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顺德区杏坛

镇政府等合力推动，青田村开始了以乡村地方性文化为底蕴，以艺术融入乡建，复兴乡

村文明历史和民俗传统的村落改造。将关帝信仰、宗族信仰、“烧奔塔（成人礼）”等

传统礼俗等历史遗存，融入乡村建筑设计与村落规划，设立“青田论坛”予以教化宣传。

以“环境体验式”课程让居民记住乡愁、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引导村民回归家园，实现

乡村振兴，成为全国乡土文化教育的示范标杆。

图３：水乡青田

黑毛节瓜是杏坛桑麻乃至顺德的一张农产品名片，最鼎盛的时候，日产四五万斤，

远销港澳，90 年代曾获广东省第一个无公害农产品称号。顺德社区学院在 5 月 5 日适



逢“立夏”，举行“田间地头到餐桌-黑毛节瓜农耕传承活动“（如图 4 所示），活动

参与者现场采摘黑毛节瓜等农作物，体验灌溉淋水农耕劳动。

图 4：黑毛节瓜农耕传承活动

3）建设“研学体验式”课程。顺德是粤菜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厨师之乡，顺

德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8 年成立“顺德厨师学院”，为弘扬顺德美食文化，学院至 2020

年底，已开办各级各类烹饪培训班 71 期，培训学员 3853 人；编研《寻味顺德 1-３》、

《顺德搵食秘笈》、《美极顺德》等美食教材书籍十余本。顺德自 2005 年，已连续举

办 15 届顺德美食文化节（如图 5 所示），让市民、游客不仅能在现场品尝地道的顺德

美食，还有机会参与丰富的美食研学体验活动。



图 5：顺德美食文化节

截至 2021 年，顺德区共完成 30 多项全民终身学习品牌建设，其中 5 个全国社区

教育实验项目，2 个省级项目，6 个市级项目；先后完成 40 多篇学术论文。建成一个

由 1 个区级、10 个镇（街）级、205 个村（居）级教育基地组成的乡土文化教育网络。

编研出版《寻味顺德》、《顺德祠堂》等 50 本祠堂文化、启蒙教育等 4 类乡土文化教

育文字教材；开发“美食文化”“实用技能”等 5 类型 7300 个乡土文化教育数字化学

习资源。打造 10 个乡土文化教育品牌，其中包括 4 个“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近

年社区内涌现出一大批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广东好人、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社区教育

引领优秀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区文化凝聚力及社会

治理能力。



顺德有 125 万新市民，他们是顺德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近年来，在顺德

社区学院牵头下，近 900 个楼盘小区约有 75％建有学堂、学苑等，创建社区乡土文化

学习空间，推进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交流活动，学习型家庭创建率达 70％以上，推动

以“新市民融入”和“公共空间改善”为主题的社区议事协商工作及乡土文化教育平台，

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城市新市民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陈乃林、周延军、庄俭等教育部及省市领导到校调研，对社区教育及乡土文化教育

工作充分肯定。陈村仙涌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杏坛“青田范式”被评为“全

国典型乡建案例”等。乡土文化教育纳入区政府城乡社区建设提升工程，获得市、区经

费支持 2000 万元。2019 年，顺德区社区学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城市社区学

习中心（CLC）能力建设项目”全国十六个实验点单位之一，借助平台影响力推广顺德

乡土文化，传播中国故事。2021 年，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佛

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建设方案》，吸纳本成果相关内容，发挥顺德人文底蕴深

厚优势。

成果主要完成人应邀多次在“国家数字资源中心”等各级社区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专

题经验介绍。成果内容在“全国社区教育管理者研修班”等培训平台上被多次宣讲推广。

央视《百家讲坛》名讲师钱文忠教授等全国权威专家直接参与乡土文化教育品牌的研讨

和推介。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众多学者从顺德青田

出发开始全国乡土文化艺术建设教育实践推广。清远清城区政府等 10 个省内外单位前



来考察调研。编写出版的《寻味顺德》等教材面向全国发行。

在保护与承传乡土文化的同时，探索文旅产业化路径、创新文旅 IP、赋能社区管理、

打造顺德“文化样板“，讲好“中国故事”， 携手社交传媒、对接网络平台、联合政

府部门、契合民俗活动等将乡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唤醒社区居民文化自觉，培养文化

认同，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品牌。

近年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频道、光明网等国内权威媒体专题宣传报道顺德区乡

土文化教育品牌建设情况。乡村学校获得人民教育出版社授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特色学校”。两岸三地四语千人齐诵三字经启蒙文化活动、粤菜师傅教育精准扶贫工

程等部分乡土文化教育品牌辐射到粤港澳大湾区，受到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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