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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初中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建设经验总结与对策建议 

姚灵莉 

重庆市第八十四中学校重庆市  400000 

【摘  要】劳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现实需要。本文研究内容来源于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

度重点无经费课题（渝教规办〔2020〕4 号），课题批准号 2020-09-211，课题名称“初中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重庆八十四中确立“中医药文

化传承进校园新时代劳动实践育新人”劳动实践育人的理念，积极探索新时代普通初中劳动教育实践课程新模式，施行“五育融入、课程实施、实践体验”的种

植劳动+生活应用的劳动教育工作思路，让学生真实地参加劳动实践，实现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创新的育人目标。同时实现找到劳动教育与中医药文化的融

合点，落实“文化自信”；促进学校课程建设，深入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开发校本劳动课程，体验中医药传统文化，提高学生劳动素养的任务。提

出了“1.制定初中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纲要。2.构建渐进式深入的中草药种植课程体系。3.建立学生的文化自信的功能价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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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一）研究背景 

重庆八十四中是一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就读的农村学校。目前

有 29 名教师，235 名学生，97 名住校生。学校确立“中医药文化传承进

校园新时代劳动实践育新人”劳动实践育人的理念，积极探索新时代普

通初中劳动教育实践课程新模式，施行“五育融入、课程实施、实践体

验”的种植劳动+生活应用的劳动教育工作思路，让学生真实地参加劳动

实践，实现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创新的育人目标。 

（二）研究内容 

1.对学生进行“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进行摸底，解学生需求，根据

学生调研情况，选择适合种植的中草药。 

2.“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校本资源包的开发研究。如中草药品种介

绍读本、常见中草药种植读本、常见中草药施肥、病虫害防治读本、学

生观察中草药成长记录册等。 

3.“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的目标制定研究。制定体现劳动课程的核

心素养目标。 

4.“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的内容研究。如常见中草药的品种、生成

习性、施用肥料等。 

5.“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的实施方法研究。将中草药种植基地按班

级划分责任田，聘请中草药种植专家，为学校挑选适合的中草药。每班

种植一种不同的中草药。每天下午延时服务时间 16：30-17：00，组织 3

个班的学生进入实践基地，按专家的指导意见，用科学的符合该中草药

生长规律的进行养护。药材成熟后，由专家指导学生如何收割、处理、

保存。在种植过程中，学习单味药材对人体有什么好处，能入人体什么

经络，能治疗人体什么病症，功效如何。同时认识单味药材对人体有什

么损伤，如何预防和治疗等。 

（三）研究思路 

调查解国内学校开展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现状，发现问题。在学校

已有资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学校教育资源，针对学情对资源进行筛选分

类，形成有效课程资源。根据课程资源开发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校本资

源包，形成劳动课程体系，总结劳动课程的实施途径。 

 

图 1  初中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思路 

二、研究实践 

（一）课程内容 

1.研发校内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①打造文化育人的环境课程，创设

中草药种植劳动氛围。②实施自主实践的种植课程，习得中草药种植的

劳动技能。③学科课程融合劳动教育，常态化落实中草药种植活动。 

2.研发校外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①以家庭劳动实践的自我劳动教

育，实现家校社互动育人价值。②以社会劳动实践群体劳动教育，开展

劳动实践志愿服务。 

（二）教学案例 

（一）学生目标。1.知道酸碱性对中草药生长的影响。2.解用 pH 试

纸检验土壤酸碱性的方法。 

（二）教学目标。1.引导学生设计检验土壤酸碱性的方案，并进行实

验，得出结论，提出种植中草药的建议。2.发展学生“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的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 

（三）教学设计 

1.问题导入。同学们在种植中草药劳动过程中，提出学校“本草乐园”

土壤的酸碱性是否适该种中草药的生长。2.活动探究①同学们分成 9 组，

每四人一组，讨论实验方案，明确小组分工（查阅资料、采集土壤、完

成实验、撰写报告、小组汇报）。②分组讨论实验方案，统一意见。即每

组两位同学到学校计算机室，查阅适合该组研究的中草药生长土壤的相

关资料，另外两位同学到”本草乐园”，采集该组研究的中草药周围土壤

样本，放入烧杯中。③按照同学们设计的实验方案，每组两位同学到计

算机室，收集完善本组栽种的中草药种植、生长相关知识，另两位同学

到“本草乐园”采集该组种植的中草药周围的土壤。④学生分工合作（计

算机室、本草乐园）。⑤同学们按照你们设计的实验方案，结合化学学科

学习的测定土壤 PH 的方法，（即将装有土壤的烧杯倒入蒸馏水，搅拌、

沉淀，用胶头滴管取上层清液，滴在 PH 试纸上，与标准比色卡进行对比，

读出该土壤的 PH 值），开始实验吧。⑥学生实验测定种植中草药土壤的

PH。同学们实验完成后，请小组讨论撰写分享报告（简单介绍中草药的

种植方法，判断土壤是否适合该中草药生长，提出改进方法和自己的思

考等）并做好分享准备。各小组讨论撰写分享报告。请各小组推选一人

作为代表，分享你们组的实验结果和思考。⑦“我代表第一组同学发言”

我们这组取“黄柏”周围土壤，用化学中测定 PH 的方法，进行测定，根

据实验现象，得出土壤的 PH 值约为 7.8，土壤呈弱碱性。对比本小组同

学在网上收集的资料，“黄柏”适合在弱酸性土壤中生长，所以，我们组

建议用碳酸水来改良土壤的酸碱性。各小组代表上台分享交流。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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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组代表发言进行点评。同学们在种植中草药劳动过程中，能够发现

问题，通过思考，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深入地进行探究实验，解决

问题。老师觉得这种探究学习很有积极意义。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劳动

中，能够结合我们学科所学，积极思考，合作探究，获得更有效的劳动

体验。 

三、实践成效 

（一）研究成果 

1.确立基于实际需求，落实育人目标的“兰品”文化体系。学校在培

养学生种植兰草的过程中提炼出学校的“兰花”校徽、办学思想“用心

养兰出彩人生”、校训“人格如兰智慧如溪”、办学理念“让每一个学生

都有出彩的机会”，开发“兰品课程”，打造“兰品课堂”，以“兰”命名

建筑物，如育兰楼、滋兰堂等。2 构建初中中草药种植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完善学科融合式学校课程体系。学校编写《养兰手册》《兰品》《兰草》《本

草乐园》《中草药种植实施手册》等劳动教育教学资源，用于 7-9 年级学

生中草药种植劳动教教育课程。3.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中草药种植劳动教育

实践育人基地。学校成功遴选为全国第一批公益捐建“校园中医药文化

角”。创建为重庆市首批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示范学校。开辟“兰草园”“本

草乐园”校内中草药种植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构建中医药文化长廊、中

医药微型博物馆、中医药药膳工坊、中草药标本画制作室、中医药文化

图书角。4.形成一定的辐射引领力。学校接待江北区卫健委及相关学校、

荣昌区教委考察团和劳动教育种子教师培训班、南岸区领导及兄弟学校。

新华网、华龙网、中国中医报、重庆科技报、重庆科教频道、课堂内外

等媒体进行报道宣传。 

（二）校本课程建设成效 

1.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培养学生对中草药种植的浓厚兴趣，习得中

草药养生保健本领，浸润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2.提升教师的综

合素养。学校聘请专家对教师进行中草药种植技能培训，开展“学科教

学渗透中草药种植劳动教育”的案例评比和课例展示，让中草药与日常

教育教学有机结合，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学术能力。3.加快学校特色发

展。学校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公益捐建“校园中医药文化角”；成为重庆

市首批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示范学校和重庆市教育综合改革劳动教育试点

项目学校。学校接待江北区卫健委及相关学校、荣昌区教委考察团和劳

动教育种子教师培训班、南岸区领导及兄弟学校。南岸区法院、中医院、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分别到校开展“知药理创生态禁毒普法”、“劳动美草

药香关注眼健康”、“厨房里的中医药”等主题活动。新华网、华龙网、

中国中医报、重庆科技报、重庆科教频道等媒体多次宣传报道。 

四、研究建议 

（一）制定初中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纲要 

制定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劳动教育，培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不断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课程理念。

从中草药基础知识介绍入手，结合中草药种植学生体验项目，初步认识

和解中医药知识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感受传统中医药的文化魅力，

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课程目标。开发中草药种植劳动特色课程，即

种植规划、种植选种、种植实践、种植管理、种植加工和种植评价为一

体的课程体系。学校注重发挥中草药种植课程的辐射作用，加强中草药

种植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融合，使课程更好地满足学生成长的需求。定期

开展各类中草药相关主题活动，不断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和劳动实践的课

程内容。中草药种植课程的实施途径是结合乡村学校少年宫时间，每周

五下午二、三节课来实施。学校组建种植劳动种子教师团队和聘请校外

种植辅导员，按照中草药种植劳动课程体系，有计划的开展知识讲解、

资料查找、社会调查、主题分享、种植实践等活动。学校组织研发小程

序，辅助师生及家长对师生劳育过程及劳动成功进行多纬度的评价（师

生评价、同学或班级互评、自我评价、家长评价、社区/社会评价），增加

参与度，让师生更有获得感。通过数据的采集和上传，并依照学校考评

规则，生成考评结果让师生、家长能通过手机和电脑轻松在网页上查看

各个班级、个人在校劳动情况、观赏中药生长、获取种植知识、分享个

人感受。让种植劳动教育融入到师生的学习、生活中。 

（二）构建渐进式深入的中草药种植课程体系 

学校的中草药种植的课程体系历经 1.0 版本的单一中草药种植（兰

草）——2.0 版本多品种的中草药种植——3.0 版本的中草药实用推广的

渐进式深入的演变过程。课题组开发种植中草药课程体系，分年级实施

专题学习。初一学生学习收集适合我校种植的中草药类型，并解其生长

特性，编制班级中草药种植实施手册。初二学生学习并实际中草药种植

和养护方法，记录生长过程，解其药效。初三学生学习并实践中草药收

割、处理、保存方法等，知道 30 余种中草药种植方法及特性。通过循序

渐进的学习，培养学生对中草药种植的浓厚兴趣。学生通过图书查阅、

知识共享、线上线下交流的方式成立中草药种植兴趣小组，辅以“中草

药种植实施手册”“中草药生长日记”记录劳动过程，开展小课题研究，

初步形成科学劳动、智慧动手的劳动好素养。建成中草药劳动教育课程

实践基地“兰草园”“本草乐园”，基地设置中草药牌，划分班级劳动责

任田，主要种植花药类、药食类的中草药。建成中医药微型博物馆和药

膳工坊。学校中医药微型博物馆，主要介绍学校种植的中草药经过加工

后的成品和相关医药介绍，学生利用种植的中草药制作的标本成品和手

工药包等。药膳工坊主要介绍药食同源的制作流程，和制作药食同源食

品的相关设备等。 

（三）建立学生的文化自信的功能价值 

1.构建多维教育主体。构建学校、家庭、社区成员组成的多维教育主

体，提供支持和帮助学生中草药种植能力的提升，从而坚定文化自信，

提升教育质量。2.形成良好教育生态。学校处于城乡结合部，家长大多拥

有种植农作物的经验，这成为学生种植中草药的极大的助力。通过中草

药种植，促进教师和家长之间，促进师生、亲子之间形成一种有序稳定

的关系，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3.提升学生发展质量。家长指导孩子进行

中草药种植，促进家长主动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学生的教育中来，对于课

程实施、管理等方面的建议，能够有效融合进学校的课题研究中，有助

于课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学校文化的进一步改进，从而提升学校生活

和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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