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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教规范〔2025〕3 号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 

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壮美广西〉指导

纲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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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壮美广西》指导 

纲要（试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25 年 3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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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全国、全区教育大会精神，切实加强国家、地方、学校

三级课程管理，把好中小学地方课程建设方向，增强地方课程育

人实效，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教育部关于加

强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管理的意见》《广西壮族自

治区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2023 年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

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导纲要。 

一、总纲 

（一）课程性质 

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壮美广西》（以下简称

《壮美广西》课程）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学生生活和实践体验为基础，密切连接国家课程，体现

广西特色的综合性、实践性、探究性地方课程。本课程旨在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挖掘广西地方特色教育资源，构建主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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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学生学习和发展体系，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增强学生实践

能力，使学生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基本理念 

1.坚持正确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充分

挖掘特色教育资源，涵养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突出素养导向。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素养提升为导

向，统筹设计综合性学习活动，促进学生对广西自然风貌、人文

历史、社会生活、时代发展的认知和理解，培育学生人文底蕴、

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核心素养。 

3.强化实践育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课内与课外

相结合，注重课程与学生生活、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倡

导“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引导学生通过多样化实践体

验进一步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增强本领。 

4.注重协同育人。统筹学校、家庭、社会力量，紧密联系实

际，充分利用地方特色教育资源，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家校

社各司其责、各展优势，共同促进学生发展。 

5.促进综合发展。坚持以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发展为目

标，以学生社会生活为线索，引导学生充分运用已有学习基础、

社会生活经验开展综合学习。注重课程内容之间的联系、学习内

容与育人价值的联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着力在课程育人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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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视野中构建跨学科综合学习和发展体系。 

二、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1.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地方课程育人体系，引导学生深刻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础、理论渊源、

思想内涵和精神品质。让学生感受广西的发展成就，激发为家乡

发展贡献力量的愿望，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五个认同”，立

志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

入挖掘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使学生牢固树立各民族共同开拓

祖国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

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正确中华

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增强社会责任，培养奋斗精神。通过学习广西革命历史、

发展历程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培养学生奋斗精神，积极参与家乡

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通过社区服务、志愿活动和

社会实践，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将个人成长与家乡发展、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为实

现个人梦想和家乡繁荣、国家富强不懈努力。 

4.发展核心素养，培养创新精神。充分利用广西丰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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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展地方课程学习，积极运用数字化资源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通过开展主题学习、融合学习、项目学习、探究学习

等多样化学习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大胆质疑，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核心素养，培养创新精神，为迎

接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二）分目标 

1.小学阶段课程目标。 

（1）初步认识广西的自然地理特征。通过直观图表和实景

图片，使学生初步认识广西典型的自然风貌和特色自然资源。通

过参与简单实验和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了解自然资源

的利用与保护，培养学生关注、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 

（2）初步了解广西的人文历史。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图片，

让学生初步了解广西古代历史的发展，学习广西近现代历史中的

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认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

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史，激发爱国情怀和

历史责任感。 

（3）体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体

验广西地方多元文化、传统习俗和社会生活，认识各民族共同创

造灿烂中华文化，加深学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解。 

（4）感悟广西时代发展新面貌。通过图表、数据和研学活

动，让学生了解广西在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

展成就，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认识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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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 

（5）培养传承地方文化的意识。通过参与地方自然资源保

护、文化活动和社区服务实践，体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学生对家乡的自豪感和建设

家乡的责任感。 

2.初中阶段课程目标。 

（1）全面认识广西的自然地理。通过学习和实践，让学生

较为全面地了解广西的地形、气候和自然资源分布，认识广西的

地理特征和自然环境特点，关注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树立环

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2）深入了解广西的人文历史。通过史料研习和实地考察，

使学生深入了解广西古代历史的发展，体验和感悟近现代广西历

史名人的奋斗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深刻理解各民族共同开拓祖

国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史，

厚植家国情怀。 

（3）深刻认识广西社会文化的多样性。通过互动活动和案

例研究，使学生深刻认识广西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深刻理解

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初步具有文化感受力和社会

洞察力。 

（4）深入了解广西时代发展新面貌。通过调查与实践，让

学生了解广西在大通道体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城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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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民生保障、合作开发等方面的成果，认

识家乡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深刻理解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

民族精神，培养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的意愿。 

（5）积极参与地方文化传承和发展。通过深度参与地方自

然资源保护、文化活动、社区服务等综合性活动，增强学生对家

乡自然、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认识，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家乡建设者和文化

传承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课程主题与内容 

（一）课程主题 

《壮美广西》课程由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社会生活、时代

新篇四大板块构成。板块内容以学生已有学科知识和社会生活经

验为基础，充分挖掘广西地方特色教育资源，加强与道德与法治、

语文、历史、地理、艺术、体育、劳动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团

队活动及研学实践活动等国家课程和专题教育的衔接，形成由浅

入深、循序渐进、螺旋递进、纵横衔接的课程内容体系。各年级

主题内容如下。 

年级 自然地理 人文历史 社会生活 时代新篇 

三年级上学期 秀甲天下 名胜古迹 和谐家园 - 

三年级下学期 滨海胜景 古村古镇 节庆习俗 - 

四年级上学期 丰饶物产 历史风云 特色美食 希望田野 

四年级下学期 地质探幽 名人足迹 民间竞技 绿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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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自然地理 人文历史 社会生活 时代新篇 

五年级上学期 名山胜迹 红色故事 多彩服饰 工业明珠 

五年级下学期 水域风光 红色人物 传统建筑 口岸新貌 

六年级上学期 蓝色海域 红色文物 民间工艺 绿色能源 

六年级下学期 矿产宝藏 红色丰碑 民间艺术 绿色生态 

七年级上学期 广袤八桂 古代治理 社会风尚 丝路新篇 

七年级下学期 自然宝藏 近代抗争 文教体育 合作新篇 

八年级上学期 优势资源 烽火岁月 卫生健康 富民新篇 

八年级下学期 家乡新貌 探索前进 科技之光 壮美时代 

（二）课程内容 

1.三年级上学期。 

（1）秀甲天下。了解桂林山水、德天瀑布、乐业天坑、通

灵大峡谷等广西风景名胜，通过实践活动深入了解和推广家乡的

自然美景，学习地理知识，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培养学生对家乡

自然风光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2）名胜古迹。通过花山岩画、千年灵渠、合浦汉墓、靖

江王府等广西名胜古迹，了解广西悠久历史及古代广西社会文化

发展成就，感受家乡人民的卓越智慧和无穷创造力，增强民族自

豪感。 

（3）和谐家园。了解生活在八桂大地上的 12 个世居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经历。在实

践活动中了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团结友爱的感人故事，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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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三年级下学期。 

（1）滨海胜景。通过探索北海银滩、钦州三娘湾及防城港

海岸等海域风光，了解北部湾海域的区位优势、自然美景与丰富

资源，感受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多样化实践活动，深化对

海洋资源的认知，增强学生保护环境的责任感，提升学生对自然

与文化的鉴赏力。 

（2）古村古镇。探索贺州黄姚、阳朔兴坪、贵港大安及三

江程阳八寨等古村古镇，了解广西村镇发展与民俗风情。通过对

身边古村古镇的探寻，拓展学生对广西古村古镇历史文化的认

知，增强文化自信。 

（3）节庆习俗。了解广西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包括三月

三歌圩、哈节、盘王节等重大节庆活动，体验各族人民习俗与文

化的魅力。通过对铜鼓文化等民族文化探索，加深学生对民族文

化的理解，激发学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识。 

3.四年级上学期。 

（1）丰饶物产。通过容县沙田柚、百色芒果、恭城月柿等

特色水果，巴马香猪、北部湾海鸭蛋、梧州六堡茶、防城港金花

茶等名优农产品，了解家乡的丰饶物产，加深对家乡的认识，感

受这片神奇土地的无限魅力，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

感。 

（2）历史风云。了解瓦氏夫人抗倭斗争和刘永福援越抗法、

抗日保台的英雄故事，以及教育家雷沛鸿发展广西教育事业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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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故事，学习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精神，从中汲取力量，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 

（3）特色美食。了解五色糯米饭、柳州螺蛳粉、南宁“酸

嘢”、梧州纸包鸡、荔浦芋扣肉等广西特色美食，感受广西美食

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品味和推介地方特色美食的实践活动，激

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能力。 

（4）希望田野。了解水稻、甘蔗的种植及蔗糖、桑蚕产业

的发展，知晓广西悠久的稻作文化以及农业科技创新成果。通过

生活体验和劳动实践，培养学生从小养成珍惜粮食、热爱劳动的

美好品格。 

4.四年级下学期。 

（1）地质探幽。通过探索巴马水晶宫、桂林芦笛岩、扶绥

恐龙化石遗迹等广西独特的地质地貌奇观，掌握初步的地质学知

识。考察家乡附近的地质奇观，感悟自然力量的宏伟与地质变化

的神奇，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情。 

（2）名人足迹。了解柳宗元泽惠柳州、徐霞客游历广西、

欧阳予倩改革桂剧等故事，学习他们的感人事迹。探寻身边的名

人足迹，培养人文素养，传承精神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3）民间竞技。了解和体验广西端午赛龙舟、抛绣球、抢

花炮等民间竞技活动，感受各世居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通过亲身体验抛绣球等民间竞技实践活动，深入体会民族体

育的蓬勃活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与实践能力，增强学生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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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文化的自豪感。 

（4）绿色交通。通过学习广西高速公路、高铁、航空等发

展历程，了解广西交通发展成就，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通过

假期出行的设计与实践，强化交通安全意识，树立绿色出行理念，

激发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5.五年级上学期。 

（1）名山胜迹。领略桂林猫儿山、桂平西山等名山胜迹的

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了解广西丰富的自然资源。组织开展实地

考察、设计制作等实践活动，亲身体验广西大好河山，宣传和保

护家乡山地资源，滋养人文情怀，增强社会责任感。 

（2）红色故事。讲述列宁岩、拉号岩、马山革命大本营等

革命故事，学习先烈英雄事迹，感悟先辈革命精神。通过参观当

地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征文、讲故事比赛等活动，交流所见、所

闻、所感，厚植爱国情怀。 

（3）多彩服饰。了解壮族“三层楼”、苗族“百鸟衣”、瑶

族“老虎爪”等民族服饰中的典型元素，探讨各民族的文化特色

和审美观念，培养学生对民族服饰文化的尊重意识和欣赏能力。

通过参观、交流、小组合作探究，体验广西民族文化，增强学生

的民族团结意识。 

（4）工业明珠。从汽车工业、机械制造、冶金工业三个方

面深入了解广西工业发展的历程与成就，学习工匠事迹，理解工

匠精神。通过制作器具、改进设施等实践活动，提升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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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创新精神，增强学生投身家乡建设的热情与责任感。 

6.五年级下学期。 

（1）水域风光。领略西江、红水河等江河风貌，体会南宁

大龙湖、桂林两江四湖等湖泊之美，感受澄碧湖、万峰湖等水利

风景。在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实地观察家乡的河流湖泊，争做河

湖“小卫士”，守护广西的绿水青山。 

（2）红色人物。学习革命英雄韦拔群、传奇虎将李明瑞、“断

肠英雄”陈树湘、革命先锋钱兴等人的英雄事迹，感受革命先辈

对信仰的坚守和不懈追求。在班级、学校、社区、网络等场所开

展红色人物事迹宣讲活动，主动学习红色人物，弘扬革命精神。 

（3）传统建筑。了解干栏式民居、鼓楼、骑楼等广西民族

建筑的构造特点、建筑工艺及用途，感受广西各族人民的建筑智

慧和高超技艺。选择本地具有代表性的民居进行实地参观，形成

积极保护民间建筑、传承民间建筑文化的意识。 

（4）口岸新貌。了解凭祥友谊关、东兴口岸、龙邦口岸等

口岸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认识口岸对边境贸易的促进作用和

对南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体会口岸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潜力与前景。通过实践活动，做中外交流的践行者，当中外

友谊的小使者。 

7.六年级上学期。 

（1）蓝色海域。了解以红树林、厚藤、海草等为代表的广

西海岸植被的特性及其生态作用，认识广西滩涂资源的开发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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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搜集海洋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和海洋文化历史资料，完成

拓展实践任务，提升学生爱护海洋的责任意识。 

（2）红色文物。以《右江日报》、邓小平使用过的马鞭、红

军长征过桂北留下的红旗等红色文物，使学生深切感受革命先烈

的英勇事迹和军民鱼水情谊。开展“红色文物背后故事”主题班

队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3）民间工艺。了解织锦、坭兴陶、贝雕等广西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特点，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尊重。体验民间工艺的

文化传承，感受广西传统手工艺人的勤劳与智慧，感悟敬业、精

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培养学生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意识。 

（4）绿色能源。了解广西水力资源，知晓水电站的开发建

设及取得的成果，认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广西的广泛

应用。通过资料搜集、调查研究、绘制思维导图，设计绿色能源

展览，感受绿色能源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培养学生的环

保意识与创新精神。 

8.六年级下学期。 

（1）矿产宝藏。了解锡矿石、铝土矿石、锰矿石等广西主

要矿产资源，学习石墨、石膏、汞等广西主产矿物的用途，认识

铝都平果市、煤都合山市、锡都南丹县等地对矿产资源的开发与

保护。利用小型矿石制作一些简单的饰品，培养学生保护矿产资

源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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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色丰碑。了解百色起义纪念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纪念园、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纪念塔、陈光烈士纪念塔等场馆及

其陈列文物，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选择广西区内红色纪念

场馆开展研学活动，自觉传承红色信仰、赓续红色精神。 

（3）民间艺术。体会壮族三声部民歌、瑶族蝴蝶歌、侗族

大歌等民歌文化的绚烂多姿，感受广西铜鼓、壮族天琴、京族独

弦琴等民族乐器的无穷魅力，领略广西文场、邕剧、桂林渔鼓等

广西戏剧曲艺的独特风采。开展“民间艺术大舞台”表演活动，

让学生主动学习和传承广西民间艺术。 

（4）绿色生态。了解国家退耕还林、光伏发电、石漠治理

等措施在广西农村实施及取得的成效，认识广西生态治水、低碳

排放、循环经济等城市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学习广西湿地公园、

水土保持等生态保护建设的成果。开展家乡生态环境满意度调

查，强化学生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主人翁意识。 

9.七年级上学期。 

（1）广袤八桂。了解广西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水文，

以及 14 个设区市的地理特色和文化背景，知晓区域发展现状，增强

学生对家乡的认同感。通过调研家乡气候等活动，收集资料并分

享，深化学生对广西自然环境和人地协调发展的认识。 

（2）古代治理。了解郡县制、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等古代

广西治理模式，认识中原王朝结合国家制度与地方特色对广西进

行的有效治理，促进了边疆开发和区域发展。通过实地探究古代

郡县遗址等活动，探讨古代治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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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意义。 

（3）社会风尚。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基层治理和文明

实践等方面，了解广西健康文明、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认识广

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推动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

生动实践。通过设计宣传标语等活动，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认同。 

（4）丝路新篇。了解广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

新通道、发展向海经济以及内河航运、出海通道建设的情况，感

受广西交通基础设施和海洋经济方面的成就，认识广西在国家对

外开放和区域合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通过绘制地图等方式，了

解古代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联系。 

10.七年级下学期。 

（1）自然宝藏。通过广西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充沛的水能

资源、丰富的海洋资源、多样化的矿产资源等，了解丰富多样的

广西自然资源，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掌握广西各类资源的特

点、分布和开发情况，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对广西的重要意义。通

过参与环保活动、提出保护建议和实践绿色生活方式，亲身体验

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和保护家园的热

情。 

（2）近代抗争。通过查找资料、实地考察、搜集历史人物

的英雄事迹，了解太平天国运动、广西人民抗击法国侵略、中国

同盟会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发动的三次反清武装起义、广西人民

推翻旧桂系军阀统治等具体历史事件，深刻认识广西人民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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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感

和使命感。 

（3）文教体育。通过广西戏剧书画佳作、八桂教育新蓝图

以及广西在竞技体育、全民健身等方面的重大进步，了解广西壮

族自治区成立以来在文化、教育、体育各方面取得的巨大发展成

就。通过阅读分享广西作家的优秀作品，提高学生对广西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认识。 

（4）合作新篇。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广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共建“一带一路”等，

了解中国与东盟国家从相知走向相亲的生动历程，感知中国（广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成效，认识广西优化开放发展布局，

感受广西开放的蓬勃朝气。通过新闻写作实践活动，让学生主动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11.八年级上学期。 

（1）优势资源。认识广西特产茉莉花、八角、南珠以及东

兰、巴马、凤山为代表的宜居康寿好福地，了解八桂大地的丰富

资源和产业发展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了解家乡名优

特产，提升学生对家乡文化品牌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保护和

传承家乡文化的意识。 

（2）烽火岁月。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中国共产

党广西地方组织的建立、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湘江战役、广西

军民抗击日寇和夺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等史实，学习广西人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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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侵略、反封建斗争中所展现出的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抗争精

神。通过查阅文献、开展访谈、走访博物馆和纪念场馆等形式，

结合广西行政区划图，手绘红色广西地图，追寻红色足迹，传承

红色基因，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3）卫生健康。通过健康广西行动，了解广西在保障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方面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通过问卷调

查、设计健康步道等实践活动，了解身边人的健康意识与健身方

式，培养学生积极改造社会的创新实践能力。 

（4）富民新篇。了解广西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兴边富民行动取得的成就，知晓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例

和先进人物，深刻理解扶贫工作的艰辛与伟大，培养学生热爱家

乡、建设家乡的情怀。通过走访群众、查找资料等方式，调研家

乡的发展情况，思考振兴家乡的好办法，为建设美丽家乡做贡献。 

12.八年级下学期。 

（1）家乡新貌。了解广西对废弃矿区、荒秃石漠、黑臭水

体、废弃桑枝的治理和利用，感受广西在环境治理、变废为宝、

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的成绩，体会家乡新貌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高度统一。参与“绿色创想”主题环保实

践活动，分享变废为宝的经验和体会，让学生体会劳动的价值，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探索前进。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民当家作主、成

立自治区、开展交通基础建设、上海支援广西工业发展和广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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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建设的史实，知晓广西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的巨大变化，了解新时代广西服务国家新战略，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生动实践。探寻广西三线建设足迹，增强学生

对家乡的自豪感、认同感。 

（3）科技之光。了解黄大年、黄令仪、金展鹏、高伯龙、

党鸿辛等科学家的事迹，学习广西在水牛克隆、三维石墨烯和高

端铝合金等领域取得的科技成果，知晓广西智慧服务体系和创新

中心等智能化建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新变化。通过实地参观身边

的企业或走访身边的科技工作者，了解家乡科技的进步，感悟科

技发展创造美好生活。 

（4）壮美时代。了解广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围绕“三大定位”新使命和“五个

更大”重要要求建设壮美广西的生动实践，学习黄文秀、莫振高、

梁小霞、杨科璋等时代先锋楷模的事迹，汇聚壮美广西建设的磅

礴力量。通过走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并撰写研究报

告，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一）教学建议 

1.规范开设《壮美广西》课程。本课程在三至八年级规范开

设，每周安排 1 个课时，可与综合实践教育、劳动教育、班团队

活动、校本课程等有机结合，实现协同育人。 

2.充分利用广西地方特色资源。充分利用广西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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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迹等地方特色资源，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教育资

源，丰富课程内容。注重实践性、体验性和选择性，让学生在亲

身体验中学习和感受。 

3.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根据不同学段的学习特征，科

学规划课程内容，合理安排教学层次和难度，采用螺旋式递进方

式，确保教学内容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匹配。 

4.提升课程的综合性。加强不同学习领域和学科之间的整

合，强化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

实践，在课程实施的各个环节中贯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促进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深入实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5.提高课程的实践性。将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生产劳动和

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设计富有实践性的学习活动，提供有效的实

践指导，充分发挥实践活动在育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评价建议 

1.明确评价目的与内容。重点考查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及价值观的形成。通过评价，促进学生对广西自

然地理、人文历史、社会生活、时代发展的了解与体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2.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纸笔测

试、口头表达、实际操作、社会实践等多种评价方式，将定量评

价与定性评价、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积极探索增值

性评价方法，关注学生个体的进步和成长，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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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以全面反映课程实施效果。 

3.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通过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教师

观察和家长反馈等方式，将学生的学习状况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

重要组成部分，记录到学生个人成长档案，充分发挥课程实施在

学生综合素质培育中的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教材编写建议 

1.遵循课程指导纲要。教材编写应严格依据本课程指导纲

要，准确、完整地体现指导纲要中的课程性质、基本理念、课程

目标和内容要求，确保教材内容的权威性和一致性。 

2.协调课程间的关系。在编写教材时，要妥善处理本课程与

国家课程、校本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避免内容重复，以减轻学

习负担，提高教学效率。 

3.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确保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思想性，遵

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内容编排螺旋式上升。教材呈现方式应

适应不同学段学生阅读水平、审美习惯和接受能力，有利于学生

通过多种方式主动参与和自主学习。 

4.贴近生活实际。充分考虑广西实际情况，选择贴近本地生

产生活素材，确保教材内容既反映广西特色，又满足城乡学生不

同需求，增强教材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五、课程管理与保障 

全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壮美广西》课程实施，

切实加强整体规划、保障和管理，建立健全校内外课程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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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机制，为学校利用校外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

研学基地、劳动基地、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各种教育资源提供支持

保障。教研部门要设置专兼职教研员，积极开展《壮美广西》课

程教学研究的指导与培训，通过协同创新、校际联动、区域推进，

提高课程整体实施水平。学校要将《壮美广西》课程列入教学计

划，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安排专职教师或整合相关学科师资力量开

展课程教学，加强课时、师资、实施、评价等方面的管理和保障。

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励广大中小学教师和专兼职研究人员持

续深入开展课程研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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