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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泸州古称江阳，地处四川南部，其市区位于沱江、长江

交汇处，自自公元前 135 年设江阳郡，至今已有 2130 多年

的历史，历来是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物资集散地，是川

南经济中心和西南地区经济中中心的重要补充。泸州市是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泸州地方文化源远流长,蓬勃

兴旺。1994 年国务院公布泸州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此本校本课程，编制了泸州的民间文化、特色美食等，

课程注重社会环境、社会活动、实践操作等，丰富学生的社

会认识和内心世界，增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感受传统文化

和美食的魅力，引导学生了解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民

间传统文化，热爱家乡美食，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家乡，从而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激发学生建设祖

国，建设家乡的使命感。 

 

 

 

 

 

 

 



 

《泸州的民间文化和美食》校本课程纲要 

课程名称 泸州的民间文化和美食 

单位 泸县得胜镇得胜初级中学校 设计人 文正 

年级 七八九年级 总课时 12 课程类型 综合实践 

课程简介 

泸州民间文化和美食是在我校开设的一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

以地方美食为辅助的综合实践校本课程，课程注重社会环境、社会

活动、实践操作等，丰富学生的社会认识和内心世界，增强学生动

手操作能力。以传统文化为教育契机，通过阅读、感受、探讨、画

一画、做一做、跳一跳等形式，引导学生多方面感受传统文化和美

食的魅力，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积累，发展思维，增强阅读、习作、

绘画等能力。本课程关注学生的成长，促进学生和谐全面发展，提

高学生的审美情操，形成良好的健全的人格。 

 

背景分析 

目的和意义： 

民间传统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品质，是永不枯竭的民间教育资

源，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民间传统文化和美食以学生的兴趣、

需要和能力发展为基础，通过学生自己组织和参与一系列活动来实

现培养人的目的，传承和发扬民间传统文化，培养学生文明习惯的

养成、知识素质的提升、创新意识的激发以及民族精神的形成等，

让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美食，热爱生活，从而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热爱家乡，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使命感。 



 

 

课程目标 

1.做到爱护书籍，养成主动阅读的好习惯；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如唱一唱、讲一讲、演一演、跳一跳、写一写

民间传统文化； 

3.学会制作一道美食，与家人或同学分享； 

4.积极主动参与活动。 

课程内容

安排 

主题 
周次

课时 
内  容 实施要求 

民间

文化 

1/1 踩山节 

学生观看视频，探讨服饰、蹬脚

舞等，跳一跳，感受传统文化魅

力，并用笔写出对踩山节的感

受。 

2/1 泸县雨坛彩龙 

欣赏雨坛彩龙，感受龙的威武气

势。学生画龙，看谁画的龙最有

气势，小组内评价。 

3/1 古蔺花灯 
了解古蔺花灯，学生可跳花灯、

画花灯、写花灯、做花灯等。 

4/1 合江傩舞 

学生探讨，民间文化怎样才能得

到传承和发展？写出自己的建

议。 

5/1 “泸州河”川剧 
学生画川剧脸谱，感受川剧魅

力。 

6/1 纳溪民歌 学生学唱《撵野猫》。 

美食 7/1 泸州白糕 

学生了解白糕的制作方法，画白

糕，有条件的学生回家在家长的

帮助下，学做白糕。 



 

 

 

 

 

 

8/1 古蔺麻辣鸡 
你还知道古蔺的哪些美食？用

笔来写一写、画一画。 

9/1 泸州五香糕 
画一画五香糕，做到色香味俱

全。 

10/1 泸州黄粑 
了解黄粑的制作过程，用你的笔

画一画你心中的美味黄粑。  

11/1 泸州烤鱼 

说一说，烤鱼要放的佐料；想一

想，除了烤鱼，还可以烤什么食

物？学生写或画出烤鱼和其他

食物。 

12/1 凉糕 

学生了解凉糕制作方法，周末回

家制作凉糕，也可制作冰粉等，

可将做好的图片发到班级群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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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四川泸州的民间文化 

——踩山节   

教学目标： 

1.了解踩山节的由来 

2.感受苗族踩山节的音乐文化，抒发对民间文化和大自然

的热爱之情。  

教学过程： 

一、欣赏《踩山节》视频 

二、踩山节的由来，学生阅读材料 

踩山节是苗家人的传统节日，现泸州南面山区的叙永、古

蔺县苗族聚居区每年春节期间年举办。据史书记载，从苗族祖

先蚩尤起便开始流传，最初是姑娘小伙笙歌定情、交换信物的

好日子，而今演变为苗家人交流情感的一次盛会。踩山节这天，

男女老少身着本民族的节日盛装，十分耀眼，姑娘和小伙子跳

起了欢快的芦笙舞。鞭炮声齐鸣，芦笙悠悠，男女老少在悠扬

的芦笙音乐中，跳起蹬脚舞，耍狮灯等，一派欢腾的景象。吹

芦笙者有的边徜吹边舞，有的对吹对舞，或边跳边吹，或作半

蹲状吹跳，姿势丰富多样。舞蹈结束之后，老年人在一起喝酒

拉家常，谈农活，青年男女一群一对地向树林中或山坡上走去，

或对歌，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到晚上，山上燃着篝火，人们

围在篝火旁喝酒谈天，通宵达旦。 

三、了解踩山节的特色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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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踩山活动中，男女青年通过交往，产生感情的，回去禀

报父母后，结成终生伴侣。踩山节具有浓郁的苗族民族特色，

又兼有商贸、旅游价值的民族文化节日，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开 

放及地域经济的发展。 

四、学生观看视频，探讨服饰、蹬脚舞等，跳一跳，感受

传统文化魅力，并用笔写出对踩山节的感受。 

五、学生观察并了解家乡有什么比较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     

 

第二课 四川泸州的民间文化 

     —— 泸州雨坛彩龙 

 

教学目标： 

1.泸州雨坛彩龙的历史价值 

2.泸州雨坛彩龙的造型、套路、动作表演，感受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教学过程： 

一、观看泸县雨坛彩龙视频 

二、阅读材料，探讨泸州雨坛彩龙的历史价值 

泸州雨坛彩龙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历史

悠久,原为古代设坛耍龙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习俗,雨

坛由此得名。雨坛舞龙盛行于明末清初,龙头彩绘精美,其形额

高嘴短,双目凸出能动,下颌开合自如。雨坛彩龙”的表演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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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字。表演时，舞龙者“动于中而形于外”，“心有

性情，手显神色”，人与龙的情感融为一体，使观赏者不仅从

中领略到巨龙夺宝的恢宏气象，而且可以感受到中国龙鲜活灵

动的生命情态及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鉴于此，“雨坛彩龙”

获得“东方活龙”的美誉。 

三、泸州雨坛彩龙的造型、套路、动作表演，学生做一做，

学一学 

雨坛彩龙表演中造型精彩，套路丰富，在连贯变化的太极

图形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拖宝”“龙抱

蛋”、“龙擦痒”、“龙叹气”、“龙脱宝”、“龙脱衣”、

“龙翻滚”、“龙砌塔”、“龙背剑”、“太子骑龙”、“黄

龙滚”等数十个动作。整个表演以热烈且川味浓郁的锣鼓吹打

乐伴奏，音乐紧密配合龙的表现情绪和动作速度，既有旋律的

可听性，又增强了龙舞场面的恢弘气势。 

四、比一比，画一画，看谁画的龙最有气势。学生画龙，

小组内评价。 

 

第三课   四川泸州的民间文化 

           ——古蔺花灯 

 

教学目标： 

1.古蔺花灯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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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蔺花灯的表演程序，感受花灯民间舞蹈的魅力，激发

学生热爱民间文化的情感。 

教学过程：  

一、欣赏古蔺花灯 

二、探讨古蔺花灯的历史价值 

古蔺花灯是当地独具特色的民间舞蹈，被专家誉为南方的

“二人转”，现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考证，古蔺花灯是中

国花灯的发源地，古蔺地处云贵川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在花

灯方面，既有三省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深受当地人的喜

爱。古蔺花灯起源较早，相传源于唐宋，一直泛流民间，据今

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逢年过节，请上一班花灯，从晚上六七

点到第二天六七点，整整一晚上，热闹非常。那情趣妙不可言，

或幽默，或诙谐，或粗犷，或豪放。那气势直勾得你情绪昂扬，

抑或笑得热泪盈眶。 

三、欣赏古蔺花灯的表演程序 

古蔺花灯程序复杂，包括起灯、罢灯外、过路灯、插灯等

程序，唐二"(男主角)与"幺妹"(女主角)上场，用油纸伞或纸扇

作道具，载歌载舞，歌唱内容与题材来自老百姓日常生活，被

专家誉为南方的“二人转”。古蔺花灯像一颗散发出浓郁泥土

芬芳的灿烂明珠，始终保持着和山里人一样的幽然、诙谐和、

纯朴和粗犷。然而多少年来，它就像一位迷人的少女，长在深

闺人未识，名不经传，鲜为国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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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得胜花灯 

“得胜花灯”也称“彩灯” “幺姑灯”，是当地人民群众

节庆贺岁，结婚嫁娶时热烈欢乐的表演活动，是流行在泸县境

内的一项传统的民俗民间舞蹈艺术。它的表演分别由舞和唱两

部分构成，唱腔动听，舞蹈优美，互为衬托，场面甚为热烈，

气氛非常活跃。演唱者扮作小生、老生、小旦、老旦和小丑，

手提各种宫灯，或持打击乐器，边唱边演。队形不断变化，或

嬉戏调侃，或相互交流，表演淋漓尽致。它的表演角色一般是

4 人，分别为幺姑儿、太爷、太婆、三花脸，男女年轻人和舞

者根据场面需要而定，少者 10 多人，多者几十或上百人。基本

舞步为“十字步” “碎步” “垫步” “弓箭步” “矮子步”

等，舞蹈的基本套路一般有“线盘架” “穿花” “对扭” “双

扣” “西门斗” “三叩首” “拜四方”等。“得胜花灯”有

固定的唱腔，分为高腔、平腔和花花腔，板式分为慢板、快板、

数板、急板。演唱形式分为独唱、对唱和合唱。 

五、学生阅读材料后，找出古蔺花灯和得胜花灯的相同之

处和不同地方。 

六、学生可跳花灯、画花灯、写花灯、做花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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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四川泸州的民间文化 

          ——泸州合江傩舞  

 

教学目标： 

1.泸州合江傩舞的由来 

2.泸州合江傩舞的地方特色，激发学生保护民间文化的情

感。 

教学过程： 

一、观看图片 

二、阅读材料，了解泸州合江傩舞的由来 

泸州合江傩舞，又叫"大傩"、"跳傩"，俗称"鬼戏"或"跳鬼

脸"，当地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现为省非 物质性文化遗产。

它渊源于上古氏族社会中的图腾信仰，为原始文化信仰的基因，

现广泛流传于各地的一种具有驱鬼逐疫、祭祀功能的民间舞蹈，

是傩仪式中的舞蹈部分，一般在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六期间表演。

原是古代祭祀性的原始舞蹈，表演者头戴狰狞的面具如冠，身

着兽皮，手执戈盾，一手持戈、一手持盾，边舞边"傩、傩„„"

地呼喊，奔向各个角落，跳跃舞打，搜寻不祥之物，以驱除疫

鬼，祈求一年平安，起舞时各有音乐伴奏。傩戏起源于唐代,

原系我国古代腊月举行的一种驱逐疫鬼的仪式,源于巫术。古代

举行大傩仪式时,要跳一种舞蹈,谓之傩舞,舞者都戴面具,手中

执干戈等兵器,表演驱逐疫鬼的内容,是人们趋吉避凶良好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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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表现。汉代,宫廷的傩舞规模十分宏大。有“十二神舞“方

相舞沟鹊取５胶罄,傩舞在民间增加了娱人的成分,逐渐发展为

傩戏并一直流传至今。相传唐王怀念作战中阵亡的忠臣良将,

立坛庆功,封为神坛,并敕封坛神赵昱,从此世人多用“庆坛钩晟

瘛。合江傩戏以赵昱神威,祈祷纳吉,每届岁暮,便设坛鸣锣击鼓,

吹号角,男着女装,歌舞达旦,乡民们一年辛勤劳动之后,在欢乐

喜庆之期,通过庆坛活动悦己愉人。 

三、找出泸州合江傩舞的地方特色 

合江傩戏脸谱、音乐独具浓郁的地方特色,戏本比较完整,

以白鹿傩戏为代表向周边地区辐射。它和其它巴蜀傩戏一样均

用汉语表演,是一种集祭祀礼仪与泸州合江傩舞的地方特色，戏

剧艺术于一体的宗教色彩浓厚的民间戏剧。它有固定的一套仪

式程序,如开坛、上表、请神、送神等法事程式。有的傩戏还专

门供奉着固有的神。这些神或用木雕、泥塑,或用彩绘于“案子

(卷轴画)上,演戏之前,必须陈设供奉。 

四、探讨傩戏消失原因 

解放以来，傩这种文化形态遭到严重摧毁，20 世纪 30--80

年代，傩戏一度被禁演。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泸州傩戏渐渐消

失。所幸在泸州的合江、纳溪、泸县等地的农村，还能找到傩

戏依稀的身影，只是已经残缺不全了。 

六、学生探讨，民间文化怎样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写出

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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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课 四川泸州的民间文化 

——“泸州河”川剧 

 

教学目标： 

1.“泸州河”川剧的由来 

2.“泸州河”川剧的表演、剧目，培养学生对民族戏曲的

兴趣，增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热爱，引导他们养成高雅

的艺术品味。 

教学过程：  

一、欣赏“泸州河”川剧片段 

二、阅读材料： 

“泸州河”川剧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川剧，以高腔艺术和器

乐打击在川剧界也独领先“河”，现为省非物质性文化遗产。

川剧“泸州河”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到汉代巫师们的唱唱跳

跳。明清时期，“泸州河”在川南各地广泛流行开来，巴蜀大

地当时就流行着“要能跑得滩，泸州河去搭班”的民谚。 

在舞台上，“泸州河”要求演员塑造人物时，要口齿清楚，

吐字明白。“泸州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讲白为

主的剧本群体，如《巴九寨》、《水牢摸印》、《哭桃园》等，

已成“泸州河”的保留剧目。 

三、泸州河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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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留剧目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增加现代川剧

《赤水河畔》《最后- 场封箱戏》 《乌蒙山脊梁》、新编川剧

《报恩记》、小戏《连心桥》《赤水情深》 、少儿川剧《战友

情》等,川剧得到传承有发扬。 

四、学生画川剧脸谱，感受川剧魅力。 

 

第六课 四川泸州的民间文化 

        —— 泸州纳溪民歌 

 

教学目标： 

1.泸州纳溪民歌的地方特色 

2.泸州纳溪民歌的代表性曲目，培养学生热爱民间文化的

兴趣，引导学生养成高雅的艺术品味。 

教学过程：  

一、播放泸州纳溪民歌，学生欣赏 

二、阅读材料，找出泸州纳溪民歌的地方特色 

泸州纳溪民歌—滚板山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所谓滚板

山歌，即是以连续的短句，用连说带唱的方式，节奏明快地进

行演唱。这里的连说带唱不是指说一段唱一段说唱分开，而是

指“说”就是“唱”，“唱”寓于“说”中，这也成为纳溪滚

板山歌的显著特征。滚板山歌一人唱，众人和，清唱无伴奏，

歌词都是人们在劳动中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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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纳溪民歌的代表性曲目 

三、播放《撵野猫》，学生欣赏 

《撵野猫》是滚板山歌里最具代表性的曲目。在第五届中

国西部民歌(花儿)歌手邀请赛上，由泸州四位男歌手演唱的《撵

野猫》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和声结构和诙谐风趣的表

演获得金奖。滚板山歌现为四川省非物质性文化遗产。 

四、学生学唱《撵野猫》。 

 

第七课 四川泸州 6大特色美食 

——泸州白糕 

教学目标： 

1. 泸州白糕的悠久历史 

2.泸州白糕的味道口感 

教学过程： 

一、看图片，认识泸州白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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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泸州白糕的悠久历史，味道口感 

泸州白糕历史悠久，街头巷尾很多地方都有白糕店铺，别看

门前不起眼，但味道是真好。刚出笼的白糕，洁白滋润，白糕中

间一点红芝麻，香香软软，甜甜糯糯的口感，微甜不腻，回口微

酸，桂花和酒酿的香气环绕整个糕体，朴实的材料据说里面有猪

油提香，真的是惊艳的美味，是本地人的早点或餐后甜品。 

三、白糕的制作过程你知道吗？ 

糖糕的原料有三种:干的糯米粉，冻米粉和绵白糖。 

方法:先将冻米粉用碓春后过筛，再用 20%的细嫩冻米粉 80%

的绵白糖，加上等糯米粉，用开水泡好搅拌成粉团，搓成三股盘

形圆环，用温油文火炸，起锅后再在绵白糖之中打一个滚。白糖

糕吃起来香甜可口。 

四、学生画白糕，有条件的学生回家在家长的帮助下，学做

白糕。 

 

第八课 四川泸州 6大特色美食 

——古蔺麻辣鸡 

教学目标： 

1.了解古蔺麻辣鸡的特色 

2.了解古蔺麻辣鸡的制作方法。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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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欣赏古蔺麻辣鸡视频，感受麻辣鸡的色香味 

二、古蔺麻辣鸡是泸州古蔺的一道地方特色美食。制作方法

复杂，一般以三黄鸡和乌骨鸡为主加中草药制成，乌骨鸡老一点，

三黄鸡更嫩，先卤后拌，辣油、花椒油、各种香料佐料和鸡 

 

汤调制在一起，皮肉紧实有嚼劲，卤香入味，鲜嫩的鸡肉蘸上麻

辣红油，极致美味！ 

三、你还知道古蔺的哪些美食？用笔来写一写、画一画。 

 

第九课 四川泸州 6大特色美食 

——泸州五香糕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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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泸州五香糕的特色； 

2.了解泸州五香糕制作方法，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美食的

情感。 

教学过程： 

一、看图片，猜一猜，泸州五香糕是用什么原料制作的？ 

二、你知道怎么制作的？学生探讨 

三、五香糕的特色 

泸州五香糕是四川省泸州市的一种著名的地方小吃，五香糕

选用桂花、芝麻、白糖、糯米、菜油五种原料而得名。该小吃具

有外焦内糯、五香俱全、化渣爽口的特点。 

 

四、你还能说出几种和五香糕相似的美食吗？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2/4E9499997CD5.html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2/4E9499997CD5.html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684282B1/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829D9EBB/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7CEF7C73/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5C0F5403/


 14 

第十课 四川泸州 6大特色美食 

——泸州黄粑 

教学目标 

1.了解泸州黄粑的制作过程； 

2.运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泸州黄粑的特色。 

教学过程： 

一、认识泸州黄粑： 

 

泸州黄粑的特色 

二、泸州黄粑的特色 

泸州黄粑是泸州人们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分红糖和白糖两

种，材料就是糯米与红糖，然后用黄粑叶包出来的，味道十分独

特，工艺复杂，口感软糯，味带清凉，可蒸煮、油炸、煎炒，通



 15 

常吃法是蒸来吃，这样软糯，煎来吃更焦香，丢柴火灶里，烧来

吃更香！ 

三、制作黄粑过程 

黄粑的制作，原料选用优质糯米、粳米、红糖或白糖。以黄

粑叶包裹成长方体形状，大小不拘，视个人喜好而定，其中制作

工序还是比较费时间，比如混合大米和糯米打成浆，将剩下的糯

米洗净，放入传统的木甑中蒸煮到七八成熟。 

将打制好的米浆与蒸好的糯米饭倒入大木盆中再行混合，根

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少量的红糖或白糖。待米浆中的水分被糯米饭

完全吸收，便可将糯米饭搓打成一个个大饭团了，并摔打成型。

用洗净晾干的黄粑叶将成型的糯米饭团依次捆扎好，然后便可全

部盛入大木甑中加火蒸煮了。 

四、你喜欢吃黄粑吗？用你的笔画一画你心中的美味黄粑

吧。  

 

 

第十一课  四川泸州 6大特色美食 

——泸州烤鱼 

教学目标 

1.了解泸州烤鱼的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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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味记忆中的泸州烤鱼的味道，感受家乡美食带给人的愉

悦。 

教学过程： 

一、你喜欢吃烤鱼吗？ 

二、说一说泸州烤鱼的制作过程 

 

泸州烤鱼的味道 

泸州烤鱼也叫合江烤鱼，铺底一层折耳根或者豆花，围边

一圈韭菜等配菜，淋上各种麻辣佐料，锅子架在火上，烤鱼在里

面咕嘟嘟，散发着木姜油特有的味道，煮软的折耳根搭配着入味

的韭菜和鱼肉，看着油滋滋的响，再闻着香喷喷的鱼，完全停不

下来。 

三、学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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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烤鱼要放哪些佐料；想一想，除了烤鱼，还可以烤

什么食物？学生写或画出烤鱼和其他食物。 

 

第十二课时    四川泸州 6 大特色美食 

——凉糕 

教学目标： 

1.了解泸州凉糕的制作过程； 

2.品味记忆中的泸州凉糕的口味，鼓励学生动手制作，锻炼

学生的动手能力。 

教学过程： 

一、你吃过凉糕吗？味道怎么样？ 

二、四川凉糕的口味 

四川凉糕是用糯米和大米熬煮而成，柔软润滑的一方糯米

块，拌着红糖水，滑溜如果冻，却更具粮食的米香，口感细腻柔

软，一勺拌了红糖的凉糕在口腔中融化开来，吃上一口停不下来，

小孩超喜欢，你吃过吗？ 

三、凉糕的制作方法 

材料：米 500 克，少许食用碱，红糖 400 克 

制作方法： 

1.用冷水兑凉糕粉，调均匀； 

2.水开后，加水入一些在大碗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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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调均的凉糕粉慢慢倒入锅中的开水中，一边倒一边搅

拌，以免生锅，搅拌几分钟后关火； 

4.再搅拌一会，消去凉粉中的气泡就可以盛入碗中，冷却后

放入冰箱，待一个小时后，就可以浇上红糖汁美美享用了。 

 

四、学生周末回家制作凉糕，也可制作冰粉等，可将做好的

图片发到班级群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