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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树地方文化口述历史 

广西培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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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训背景和目的 

2017-2018 年，青树和广西教育学院教学研究部开展合作，支持南宁、桂林的 8 所中学

在青树的小型项目平台上开展地方文化口述历史项目，这 8 个中学非遗饮食文化项目

由广西夏辉辉教研员领导，计入省级重点课题“核心素养背景下非遗主题地方特色课程

建设研究”。同时在这个课题之下，夏老师将和青树团队合作进一步试验、修正和本地

化青树的地方文化口述史流程，将它发展成一门校本课程。 

2017 年 9 月 23-24 日的培训，就是此合作项目初期的地方文化口述史以及青树小型项

目培训。其中青树小型项目和口述史方法培训由青树张昱、青树学校老师王贵婷担任，

地方文化内涵以及课题申请指导部分由夏辉辉担任。 

2. 培训内容和情况小结 

培训历时一天（23 日下午和 24 日上午），利用了周末，这样老师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

参训。时间紧，内容多，参训老师们用心投入，讨论热烈。这一培训包含以下方面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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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树小型项目及其逻辑模型介绍——张昱 

主要介绍了小型项目的后向设计的基本概念以及成果，以口述史成果为例说明了口

述史项目可能达到的成果； 

从培训之后提交的计划书来看，大家对这一部分的吸收比较好。在项目元素表中成

果——活动——工作产品这 3 部分概念均较为清晰。 

2） 花儿口述史案例介绍——王贵婷 

以花儿口述史纪录片开场介绍了三期花儿口述史的师生的探索过程，结合抄本和访

谈音频节选例示了访谈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例示了成果——学生知识技能成长

以学生花儿作品集以及抄本中体现的访谈技巧来证明、情感态度方面的收获以学生

心得和访谈里面提取的数据来证明，最后王老师也对收获与不足进行了反思，指出

了继续努力的方向； 

3） 口述史是什么——张昱 

基于青树足音口述史这部分的 PPT, 因为时间关系主要点出了英美口述史发展脉络

上关键的点，和中学口述史教学的一些重要参考项目。 

4） 访谈培训与实战——王贵婷，张昱 

包括演示访谈及大家评价和讨论，各参训老师自己做同题练习访谈，并就练习访谈

反思分享。演示访谈引发了很多问题的探讨，老师们也很踊跃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讨论的议题有： 

如何去追问？在追问当中有什么技巧？哪一个是我们应该追问的点？ 

我们不是谈话专家，也不够了解受访者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如何防止我们的追问冒

犯到受访者？ 

访谈者是不是自己手里要有个笔记本？多大程度上会做一些记录？ 

如果访谈之前我对访谈追踪的方向有些预设，觉得这些方向一定和我的主题有关联，

比如在访谈家庭教育时我觉得父母的期许和孩子的响应应该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但

是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受访者对我追踪的方向兴致不高，怎么办？ 

什么时候可以问”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这样的“最”字头的问题？如果时间很紧，这

样的问题可以先拿出来问吗？如果受访者在回答上貌似卡壳了该怎么办？ 

作为视音频分割索引的访谈者的开场白是不是太正式，会给受访者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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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五中的韦丽洋老师缘于她的社会学背景，也特别提出了访谈的价值中立原则作

为访谈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也和青树团队合作以一些例子来说明这样一个原则在

访谈中的应用。 

这部分经老师们反馈是收获最大的，很多老师深感时间不够，这样的观摩和练习要

多做。 

5） 文化探究指导和地方文化内涵解说——夏辉辉 

夏老师一开场就致力于破除常见的流于表面的饮食文化“活动模式”， 认为 3-5 个

人，找老板厨师，去吃一顿，聊天一上午，拍两张照片，回来就可以写报告了。要

求团队们完成：五个一工程：做一个课题，收获一种文化，培养一种方法，成立一

个社团，沉淀为一种课程，并就此做了阐释。 

也在讨论最后说明了饮食文化内涵的思考框架，要求各团队的口述史和地方饮食文

化研究揭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 

6） 成果转化和课题申请培训——夏辉辉 

夏老师介绍的成果转化出口中，有 3 个对所有青树项目都有启发： 

a) 市级省级课题 

b)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可参加两项，青少年创新实践活动，青少年 DV 大赛 

c) 工信部举办的工匠文化征文比赛（李远江） 

        夏老师也对课题申请表格的填写结合饮食文化实例做了讲解。 

7） 广西各校口述史小组汇报准备情况 

8 个小组报告了主题确立、组队、背景研究、实地预研等方面的情况。在选择学生，

尤其是在研究立意的确立方面，小组之间颇有激发 

整个培训基本全程录音，重要的内容均做成了文字实录 

3. 培训反馈 

4. 青树收获 

1. 此次培训开网罗青树学校教师作为培训老师的先河。我们的老师在青树培训和项目实践

中成长起来，成为了青树的培训资源；而作为培训老师又给我们老师提供了一个更广阔

的平台让他们成长；最好的学习方式是教授和教学相长。我和王贵婷老师也在这次的培

训中，尤其是访谈实战和讨论环节学到了很多。我们今后可以多利用这样的平台，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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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团队和青树老师们快速成长； 

2. 此次培训的全部内容和讨论产出不仅将成为青树后续地方文化口述史项目起步培训的

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而且其中的访谈培训部分、文化内涵梳理部分、和课题申请指导部

分都可以分享到整个青树口述史网络中去； 

3. 通过这一次培训，我们观察到：教师多为历史学、社会学背景，也勤于思考，会将不同

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带入；教研员具有良好的课程意识和全局观，也会积极推进成果的转

化和出口。青树团队也对与广西教研员和教师群体合作，共同建设地方文化口述史校本

课程有了更大的信心。 

 

附录 1. 培训反馈 

 

总共有 8 所学校 22 名老师全程参与了培训。第一天有 26 名老师和 8 位广西师院 2017 专硕

学生参加了培训。回收 17 份反馈表。 

17 位老师中，9 位有口述历史或地方文化研究相关的培训或课题经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个

别年轻老师的学术背景（柳州五中韦丽洋老师社会学专业背景和她所做的项目：2010 年大

学甘旗卡镇调研 2011 年科左后旗调研 2010 年大学甘旗卡镇调研 2011 年科左后旗调研），

以及一些中学的乡土历史资源开发积累（南宁四中，广西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特别是南

宁十四中自 2013 年起的地方历史人文系列记录片《走南宁》的创作，使得 3 位相应的老师

黎毅、赵志东、钟奕平在老师们中间也是经验和能力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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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次交流会的总体评价（1 最差 ～ 5 最好）： 

 

 

 

 

 

 

 

 

可见访谈实战以及实例讲解之重要。夏老师有关文化研究主题的阐释也对老师产生了影

响，这个影响我相信有个滞后，在小型项目计划书改版阶段还会增强。 

学到的有价值的东西： 

 

印证了访谈实战对培训的贡献。也可以看到对后向设计模型的介绍，对口述史是什么的介绍，

以及对于文化内涵的介绍对个别老师还是有深刻触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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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建议： 

 

可以看到，41%的老师认为时间太短，希望增加时长便于内容可以教授得更透彻，也有更多

消化、讨论交流的时间。也有很多意见是关于增加案例分析，增加访谈实战的。有老师建议

增加真实访谈案例的评述，很好。还有老师建议组织实地访谈培训，这个有难度但是不排除

用这种方法来做真实访谈案例。这两个手段都是将来的培训可以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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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培训哪些内容要加强： 

 

大家提出的方向很多，是可喜的事情。有希望实地考察能得到更多的支撑和指导，有希望青

树直接对学生进行远程培训，也有强调口述史资料分析方面的困惑。还有强调口述史和已有

教学的结合，按目前历史教学的体系，口述史多半是作为史料在课堂中得到一些应用的。如

果要到过程层面的话，就多半需要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校本课程来运作了。而且老师期待培训

之后的跟踪指导。做口述家史固然是很需要，但是从现阶段条件来说，需要先讲地方文化口

述史部分运作好。 

总之，本次培训基本契合了老师们现阶段的需求，给予了口述史的介绍、文化研究思维的拓

展、和访谈培训，收效不错。但是需要在案例分享、访谈实战、实地考察指导、资料分析等

方面加速建设。也需要考虑如何将更多的培训内容在线化，从而可以直接面向学生，减轻老

师的部分压力。将来的口述历史工作坊，要给予充分的时间和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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