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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赓续技能，实践通达素养
吴玉凤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新小学，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中草药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课程，该课程重在探讨中草药进劳动教育课程学习的多种方式，意在打造“绿色生命教育”特色，

旨在通过劳动实践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实现“劳动通技能，实践达素养”的育人目标。

关键词：中草药课程；跨学科学习；生命价值观教育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新小学，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风景如画的笔架山脚下，被誉为“都市里的森林学校”，它是“广

东省自然教育实践基地学校和劳动学科教研基地成员学校”，更拥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宝库。在这里，笔架山 900 多种植物也为校

园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华服。有名的中草药山茶花、桂花、金银花等

在这里茁壮成长，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学生们亲身感受到大自然

的神奇与魅力。华新小学，是孩子们探索自然、感知生命的理想之地。

一、绿意华章：中草药跨学科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华新小学把握国务院关于“中医药文化融入校园、社区、乡

村与家庭”的文件精神，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对照劳动教育

新课标，秉持学校“赋能双减，深耕劳动教育，珍视生命价值观”

的劳动教育核心理念，开发了绿色生命教育课程 ----“中草药项

目跨学科的 B+3 通·达课程”。本课程巧妙地将中草药文化引进

校园融入劳动教育之中，横跨小学语文、数学、科学、美术等学科，

融汇家庭、学校、社会（公园）的多元场景，与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交织辉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了更好地实施“B+3 通·达课程”，华新小学在建设校内

300 多平方米“中草药通达花园”的同时，与笔架山公园携手开

辟了校外 400 平方米的“笔架山百草成长园”，成为了学校校外

劳动教育的基地，种植了 80 多种中草药，将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

到课外，从学校拓展到社会，让学生与绿意盎然的大自然亲密接触，

领略中草药的神奇魅力，品味劳动的甜美果实。

二、跨界融合：中草药跨学科项目的目标追求与创新实践

中草药劳动课程作为我校劳动教育创新与办学特色的重要体

现，其核心理念以劳动课程核心素养为导向，致力于学生的全面

发展。在“中草药进校园，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题引领下，我们

精心设定了项目课程目标，并分阶段、分层次地开展教学活动，

以确保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深入理解和学习中草药文化。

（一）课程目标细化

我们的课程目标从认识中草药开始，逐步深入到种植、加工

以及弘扬中草药文化等各个环节。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我

们期望学生能够：掌握中草药的基本知识，包括其形态、特性、

药用价值等。学会基本的种植和加工技能，体验劳动的艰辛与乐趣。

深入了解中草药背后的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方法创新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采用了一系列创新的教学方法：采用

PBL（项目式学习）方式结，合传统学习记录卡与 AI 赋能的多媒

体工具的有效组织形式，将课堂从教室延伸至学校自然基地大课

堂。分阶段、分层次开展教学，确保学生能够在不同阶段获得不

同的学习体验。结合实践活动，如中草药种植、采摘、加工等，

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和成长。

鼓励学生运用“五觉观察记录法”分享他们的感知和学习成果，

通过分享会和成果展示会等形式，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

（三）育人目标明确

通过中草药跨学科项目课程的实施，我们期望实现“劳动通

技能，实践达素养”的育人目标，让学生在劳动中掌握技能，在

实践中提升素养。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课程，让学生更加

珍惜生命、尊重自然，提升生命价值观教育。

三、探索与守护：中草药跨学科项目的童梦乐园教育模式

B+3 通 · 达课程图谱：在华新小学张伟校长的匠心独运下，

B+3 通·达课程图谱应运而生。这一课程不仅致力于守护孩子们

纯真的童心，更希望通过通情达理的教育方式，将华新小学打造

成为孩子们在都市中的自然健康成长的乐园和知识宝库。

中草药跨学科项目的童梦乐园教育模式（1234 模式）：

一核心：坚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核心理念，全方位呵护

和促进每一个孩子的幸福成长。

两建设：

劳动项目课程体系建设：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让学生

在实践中体验劳动的乐趣，培养勤劳与自立的品质。

百草成长园劳动基地建设：创建百草成长园，引导学生亲手

种植、养护中草药，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科学探索的兴趣。

三课堂：

常规劳动课堂：在日常教学中融入劳动教育，让学生在劳动

中学会生活技能，体验劳动的价值。

特色劳动课堂：结合中草药跨学科项目，开展特色劳动课程，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动手能力。

学生家长讲师课堂：邀请有专业知识的家长走进课堂，与学

生分享中草药知识，丰富课程内容，拓宽学生视野。

四共育：

通过校园、家庭、公园和社会四方的携手共育，为学生打造

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探索与实践中快乐成长。

守护童心：

在华新小学的课程建构中，“守护童心”是我们始终坚守的

育人理念。我们致力于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想象力，

让他们在快乐的学习中成长，守护住他们纯真的童心，这是我们

的责任与使命。

四、课程内容：丰富多彩，兼具理论与实践

“中草药进校园”课程从学生的视角出发，注重实践研究，

将学生的学习体验从课堂小教室延伸至笔架山的大自然，从校园

拓展到家庭与社区，充分融合了福田区生命教育的主张。

该课程以独特的自然资源——中草药为核心，开展了一系列

综合实践和劳动相关研究。它强调学习、实践、研究、实效和创

新五个方面并行发展。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根据

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我们整合了十大任务群与学校特色实践，

由浅入深构建了完整的课程体系。认识每一味中草药都按照“认

识中草药”、“种植中草药”、“加工中草药”和“弘扬中草药”

四个阶段开展课时教学。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注重知识与技能的结合，融合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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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美术、数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以项目式学习为主要形式，

引导学生运用“五觉观察法”深入了解中草药的生长特点、药用

价值、种植方法及其背后的传说故事。学生们不仅可以绘画中草药，

还可以撰写关于中草药的美文和诗歌。此外，我们还设立了中草

药红领巾广播专栏，并利用学校的连廊、楼梯墙壁、教室外墙和

楼顶天台展示学生的中草药学习成果。创建了中草药专栏、中草

药书吧，展示学生的中草药劳动笔记、诗歌、童谣和绘画，使课

程内容与生活紧密相连。

五、课程实施：详细规范，系统高效

“中草药进校园”课程遵循连续性、顺序性和整合性原则，

通过组织不同学科、不同年段、不同地点的教学活动，采用多样

化的教学策略，有效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一）课程充分利用笔架山的自然资源，探索生活教育和绿

色劳动的新途径。围绕中草药的生长周期，结合“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的二十四时节特点，我们设计了四个阶段的学习内容。

以年级为单位，采用 PBL（项目式学习）的组织形式，将课堂从

教室延伸至学校的实践基地“本草园”、“通达花园”以及笔架

山的自然大课堂。同时，我们结合传统学习记录卡与 AI 赋能的多

媒体工具，通过班级小组共合作的方式开展教学，确保每位学生

都能充分参与并受益于课程。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将教学从教室小课堂引向笔架山的

大自然。老师们带领学生走出教室，来到通达花园和笔架山百草

成长园，让学生们亲身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启迪智慧。通过这种

教学方式，学生们不仅能够学到多学科知识，还能提升对中草药

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核心素养导向的多元化教学方法

我们突出“中草药进校园，传承文化瑰宝”的主题，以学生的

成长为本，将课程目标分解为具体的课时学习目标。学生从对中草

药的基本认识到亲手种植，再到加工利用，最终弘扬中草药文化，

我们根据五年级与六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与知识积累，进行分阶段、

分层次的精准教学。通过举办分享会和成果展示会，我们鼓励学生

运用“五觉观察记录法”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将中草药

的知识、种植与养护技巧以及背后的故事和与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

性传播开来。此外，我们还利用观察记录卡、故事视频、科普知识

视频和校园广播等多种形式，让中草药文化深入人心。

（三）跨学科研究，激发多元智能

本课程的实施特别注重跨学科融合，通过多课异构的方式，

围绕中草药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究。例如，我们综合科学、语文、

数学、美术、音乐等学科的知识，引导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

解中草药。科学老师指导学生观察中草药的生长过程；语文老师

引导学生创作与中草药相关的诗歌；数学老师指导学生从种植任

务出发，规划统筹种植面积，制订具体的劳动种植方案，培养学

生的筹划思维；美术老师则帮助学生将中草药的美通过绘画和手

工创作表现出来；音乐老师则指导学生为这些中草药创作歌曲。

这样的跨学科学习不仅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也促进了学生多元

智能的发展。

（四）项目内容设计：精准对接学生特点

在“中草药进校园”项目式课程教学中，我们根据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制定了有梯度、有计划的教学方案。从低年

级的初步认识到高年级的深入研究，我们逐步引导学生深入了解

中草药的知识和文化。同时，我们还结合学校的劳动实践基地，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体验中草药的种植与加工过程，培养他们

的劳动技能和创新能力。通过这样的梯度式教学，我们能够更好

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五）家校社共育，携手促发展

为深化教育内涵，拓宽教学视野，我校邀请深圳市第二人民

医院中西医结合院的专家、医师与家长讲师团走进我们的中草药

课堂，指导孩子们学习中草药。同时，教学从教室延伸到家庭，

从校园拓展到社区和公园，结合节日与季节的特点，围绕中草药“药

食同源”及“庆端午之话端午，感恩情之学才艺”等主题，成功

开展了家长讲师进课堂活动。这一创新的教学方式，不仅让孩子

们领略到特色中草药的魅力，更在家长的才艺展示中，不仅丰富

了孩子们的学习体验，也为家长提供了更多参与孩子学习的机会。

六、中草药跨学科项目课程评价体系

华新小学构建以“激励性反馈”为主的“通·达”劳动课程

评价体系，分为通达币激励评价、展示性激励评价、活动性激励

评价、荣誉性激励评价。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导向和激励作用，

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激励学生的幸福健康成长。

（一）坚持过程性、多元性、系统性评价

“中草药进校园”课程从初识中草药到宣传中草药文化，坚

持让孩子在实践中受益，坚持过程性、多元性、系统性评价。如

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的劳动过程而不仅仅是劳动结果，让学生

们知道做了劳动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是否真正享受了劳动课程，

并在其中体验到了劳动的乐趣，提升了学生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比如：学生种植鱼腥草，学习动手操作，观察并用自己的方

式记录这一劳动过程。在此过程中，增强了劳动体验，切实体会

到了劳动的乐趣。又如实时性评价，对于学生在劳动中的表现给

予实时的反馈评价，教师对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实践进行有效指导，

对有困难的学生予以及时帮助引导。比如：在制作薄荷茶时，实

时指导学生如何搅拌，引导学生学习制作的要点。

（二）评价主体多元，师生家长共参与

自华新小学启动中草药跨学科项目课程以来，每一缕阳光下

的校园都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探索的热情。这一项目不仅

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草药、亲近大自然的窗口，更成为家

校社会共同赞誉的教育典范。

该课程有比较完整且与课程相匹配的评价方案，包括评价内

容、主体、方式和结果呈现等，既指向不同阶段，又有师生家长

共参与。我校中草药进校园劳动教育评价坚持多主体结合的评价

方式，包括教师评价、家长评价、同伴之间互评以及学生的自我

评价。在年级中段，以教师和家长评价为主，对其评价客观性有

良好的把握。年级高段评价，在年级中段评价的基础上将评价纳

入期末综合素质评价。中草药跨学科项目课程探索之花，盛开于

美丽的华新校园。

时光不负耕耘者，劳动成果香满园。华新小学在深圳市教科

院和福田区专家的指导下，在张伟书记、校长的领导下，中草药

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课程已经面向市、区进行了两次展示，得到与

会领导和专家的好评。未来，华新小学将继续深化中草药跨学科

项目课程教学改革，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注入

更多活力与激情，让这一美丽的教育实践之花持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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