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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跨学科”，深耕“融教学”

——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科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路径

章颖颖　陈迪妹　叶剑强

温州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文化自信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传统文化则是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凭借。在基础教育中渗透温州优

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初中科学课程中，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核心素养，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奠定良好基础。本文简单介

绍了温州的三种传统文化，即蓝夹缬印染工艺、瑞安老酒汗酿制技艺以及泰顺木偶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初中科学与温

州传统文化融合的价值，最后立足于核心素养视域下，提出了初中科学与温州传统文化融合的路径，为科学教育教学拓展

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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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温州，这座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城市，不仅承载着丰富

的传统文化，还蕴含着宝贵的物质知识资源和深刻的精神文

化内涵。这些传统文化资源既包括丰富的科学教学资源，也

蕴含着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力量。将温州优秀传统文化巧妙地

融入科学教学中，不仅可以丰富科学课堂的教学内容 [1]，更

能强化学科与生活生产的紧密联系，贯彻“科学处处有生活，

生活处处有科学”的课程理念，为学生拓展课堂的外延，激

发其学习兴趣。同时，这一融合也有助于唤起学生的地域自

豪感和民族自豪感，加深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通

过学习科学知识、领悟科学精神，学生的科学学科核心素养

和人文素养都将得到提升，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1. 温州地区传统文化的类型

1.1 蓝夹缬印染工艺

蓝夹缬是一种源自浙江温州的传统印染技艺，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缬技艺闪耀着文化传承的光芒 [2]。

蓝夹缬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繁琐而工艺精湛的制作过程。这一

技艺从制靛开始，制作雕版，再到最终的印染，每一个步骤

都要经历一系列复杂而精细的程序。其中，雕版的刻制尤为

考验工匠的技术水平，因为雕版的质量决定了最终印染的效

果。这一流程中，不仅程序多样，而且要求技巧高超，工艺

精细，每一步都需精益求精。蓝夹缬的纹样以戏曲人物为主

要创作对象，包括昆曲、垫腿元曲、京剧、乱弹等多个剧种。

这些纹样在蓝夹缬中的运用不仅令其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还在研究戏曲和民俗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记录

着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承载了民间故事和传统价值观，成

为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蓝夹缬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代代相传，每一代工匠都在这门艺术中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和

智慧。这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丰富了温州的文化底蕴，也

为世人展示了中国传统工艺的卓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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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瑞安老酒汗酿制技艺

瑞安老酒汗是温州特产名酒，以其独特的酿制技艺和

卓越的品质而闻名于中外。这款黄酒的酒精度高达 64 度，

酯含量约为 0.3%，且出酒量极低。老酒汗的酿制技艺极具

传统工艺的精髓。它选用了乌衣红曲中的 " 米曲 "，以早稻

（又称早籼米）为原料。在早稻收成后，正值气温最高的 "

大暑 " 季节，红曲种制成并在太阳下晒干。随后，这些红曲

种被用来制作红曲糟娘，再以糟娘和黑曲霉制成乌衣红曲。

秋季的气温最适宜霉菌的生长，也是乌衣红曲的最佳制作时

间。乌衣红曲在整个酿制过程中，负责形成老酒汗独特的色

彩、香气、味道，以及典型的米香型风格。老酒汗的品质不

仅取决于原材料的选择，还在于酿制过程中的制曲、落缸和

煎酒等环节。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精确选择酿酒原料、制

曲、酿酒时机等关键因素。制曲时，根据潮汐时间来决定落

缸的时机；而在煎酒阶段，不仅仅要观察酒醅的发酵状态，

还需根据当时的天气环境来决定是否采集老酒汗以及采集

的数量。老酒汗的酿制过程需要酿酒人凭借多年的经验，通

过肉眼观察、鼻嗅香气、嘴尝味道、齿咬粒子、耳闻声音、

手捏酒醅等多种感官方式，进行质量把关。温度方面，他们

以人的体温和沸水来作为温度的参照。瑞安老酒汗以其独特

的制曲、落缸和煎酒技艺，以及对原材料的精心选择和运用，

共同构成了这一传统工艺的核心，使老酒汗成为中外人士品

味、探索和传承的宝贵文化瑰宝。

1.3 泰顺木偶戏

泰顺木偶戏，拥有悠久的 800 多年历史，与泰顺的廊

桥和古民居一起，已成为世人广泛关注和喜爱的文化遗产。

如今，它已被列入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浙江

省的重要地方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作为一项备受人民欢迎的

民间艺术和文化娱乐活动，泰顺县的提线木偶戏在现代社会

中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泰顺木偶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拥有

自己的剧种音乐，被称为“傀儡调”。这种音腔独特粗犷，

高亢激昂，至今仍保留着 300 多个曲牌的旋律曲调。木偶戏

的木偶形象完整且制作精美，尤其是木偶头的雕刻和粉彩工

艺，堪称匠心独运、巧夺天工 [3]。提线木偶的表演难度相对

较高，每个木偶形象都配备有 16 条至 30 余条纤细的提线。

泰顺木偶戏作为中国丰富多彩的木偶戏中的一支，不仅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代表，也是温州泰顺历史文化传承的亮

丽符号，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彩的剧目吸引着观众，具

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2. 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科学与温州传统文化融合的价值

2.1 以温州传统文化为浆，丰富初中科学教学资源

将温州传统文化融入初中科学教育，能够极大地丰富

教学资源。温州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如蓝

夹缬的印染技艺、老酒汗的酿制工艺等。通过这些传统文化

元素，学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科学的实际应用和历史渊源。

例如，在学习蓝夹缬时，学生可以了解到染色过程中的化学

反应和材料科学，同时也能够欣赏到古代工艺的精湛之处。

这不仅能够使科学教学更加具体和生动，还能够激发学生对

科学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

2.2 以温州传统文化为擎，传承温柔地方传统文化

融合温州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地方文

化遗产。温州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是温州人民智慧和勤劳努力

的结晶，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通过在科学教

育中融入这些文化元素，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传

统，增强文化自信。例如，在学习瓯塑时，学生不仅可以了

解到传统漆艺的制作工艺，还可以了解到漆艺在温州历史中

的地位和影响。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激

发他们对温州地方文化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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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温州传统文化为舵，厚植初中生的文化自信

融合温州传统文化的初中科学教育还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传统

文化则是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凭借。通过将温州传统文

化融入科学教育，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

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

信，使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3. 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科学与温州传统文化融合的路径

3.1 利用温州传统文化实现课前导入，培养学生高阶思维

以温州传统文化为基，实现课前导入，旨在通过借助

本地文化资源，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课程内容，并培养他们

的独立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

以《物质的分离》教学为例，教师可以选择温州传统

文化中与此相关的元素进行课前导入。例如，选择瓯塑这一

传统艺术作为导入素材，借助多媒体为学生展示一些瓯塑的

图片和制作过程的视频，让学生欣赏其精美的艺术品质。然

后，提出问题：“瓯塑是如何制作的？”、“在瓯塑的制作

过程中，有哪些物质会被分离出来？”等等，引发学生的思

考和好奇心。在此基础上，为了深化学生对物质分离的理解，

教师可以设计一个与瓯塑制作相关的小实验。在实验中，学

生可以使用塑料袋等材料来模拟瓯塑的制作过程，观察材料

的颜色、形态等变化，从而理解物质的分离原理。通过实验，

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培养他们的动手操

作能力 [4]。在实验完成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

与分享。学生可以分享他们的实验结果和观察，讨论物质分

离的原理以及与瓯塑制作的联系，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

流，还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最后，教师可以布置开放性作

业，让学生思考如何利用物质的分离原理来解决环境污染问

题，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际问题相结合，培养学

生的高阶思维。

通过以上方式，将传统文化与科学知识相融合，不仅

使学习更富有趣味性和深度，也提高学生对地方传统文化的

认知和理解。

3.2 借助温州传统文化开展实验探究，促进学生自主探究

借助温州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实验探究，将传统文化元

素与科学知识相结合，通过实验让学生亲身体验和探讨科学

原理，有助于使学生深入了解和感受本地传统文化的魅力。

以《物质的酸碱性》教学为例，考虑到温州瑞安地区

特产的老酒汗，教师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来展示如何在

《物质的酸碱性中》融入这一地方传统文化，旨在让学生

了解物质的酸碱性，同时了解老酒汗酿制的一些基本原理。

首先，教师需准备实验所需的材料，包括米、水、红曲霉、

柠檬汁和小苏打。其中，柠檬汁和小苏打代表了酸性和碱性

物质，将用于测试实验中液体的酸碱性。实验开始时，合理

划分小组。每个小组会得到一些米和水，他们的任务是制作

一种模拟老酒汗的液体，第一步，将米和水混合在一起，模

拟出酒汗的原料混合物。接下来，添加红曲霉，就像老酒汗

的酿制过程一样。这一步骤将模拟出红曲霉在老酒汗中的作

用，使液体发生发酵变化。紧接着，学生需要将制作好的液

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将加入柠檬汁，另一部分将加入小苏

打，以测试液体的酸碱性。学生会观察并记录两种液体的变

化，包括气泡产生、液体颜色的改变等现象。当学生加入柠

檬汁时，柠檬汁中的酸性物质反应产生气泡，使液体变得更

加酸性。而加入小苏打时，小苏打中的碱性物质反应产生气

泡，使液体变得更加碱性。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使用酸碱试纸来测试液体的酸碱性，以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通过这个实验，学生将直观地理解酸碱性的概念，并

掌握了一些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还了解了红曲霉在老酒汗

酿制中的作用，以及酿制过程中液体酸碱性的变化，既发展

了学生的科学能力——实验设计、观察等，又发展了学生的

科学思维——创造、推理等。同时，这个实验还让学生更加

亲近了瑞安的传统文化，了解了老酒汗这一地方特产的酿制

过程，感受到了科学知识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增强了对本地

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3.3 立足温州传统文化开展深度学习，培育学生创新思维

传统文化不仅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还蕴含着丰富的智

慧和价值观念。立足温州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学习，有助于学

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激发出创新

的火花 [5]。

以《物质的分离》教学为例，教师可融入蓝夹缬印染

工艺，为学生提供一个深度学习的机会，培养其创新思维和

实验探究的能力。

【实验目标】通过蓝夹缬印染工艺的实际操作，让学

生理解物质的分离原理，培养其创新思维和实验能力。

【实验材料】

一块白色织物，蓝色染料（可使用蓝色食用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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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靛的材料（铜片、铁丝），水桶，印花模板（可自制）

【实验步骤】

（1）制备靛：首先，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制靛的方法，

包括如何制作靛的基本材料和工具。学生可以亲自动手制作

一些靛来使用。

（2）准备印花模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创意，

设计并制作印花模板。这个过程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艺术创作能力。

（3）涂抹染料：学生将蓝色染料均匀涂抹在白色织物

上，可以使用印花模板来制造不同的图案和纹样。这一步骤

涉及到物质的分离原理，染料与织物的分离。

（4）制靛固色：学生使用自制的靛来制靛固色。他们

可以将制靛铜片或铁丝浸泡在染料中，然后将其插入染过蓝

色的织物中。这一过程演示了固色原理，即染料与纤维的反

应，将染料固定在织物上。

（5）清洗织物：学生清洗染过的织物，使其变得干净

而明亮。这一步骤涉及到物质的再次分离，将多余的染料从

织物上去除。

【实验总结】

通过这个实验，学生不仅理解了物质的分离原理，还

学会了制靛和印染的基本工艺，加深了学生对温柔特色传统

文化的认知，在实验中积累了实际操作的经验，培养了创新

思维和实验探究的能力。

结论

通过融合温州传统文化与初中科学教育，丰富了初中

科学教学资源，使课堂更生动有趣，激发了学生的科学兴趣。

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最重要的是，这种融合促进了学生核心素养的

全面提升，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核

心素养视域下，教师应深入挖掘温州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充

实学生科学理论知识，促进科学教育教学与温州传统文化相

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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