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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在科学课程中以跨学科实践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析

王海英

　 　 【摘　 要】在科学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值得探索的重要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

富性、综合性、现实性、实用性、发展性、创新性等特征,适合通过跨学科实践活动的形式融入科学课程。 按照

科学课程教学的基本逻辑,既可以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设计完整的跨学科实践活动或项目,又可以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融入跨学科实践活动的某个环节。
　 　 【关键词】科学课程;跨学科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问题提出

中国的传统文化亦称华夏文化或华夏文明,其中

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有价值的优秀成分,或者说

积极的、正面的、有价值的部分,被称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可
大致分为物质层面的历史文物与非物质层面的传统

精神、传统语言、传统技艺和传统科技。 其中一些农

业、手工业、医学领域的辉煌成就,彰显了我国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对当代生活仍具有重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2]中小学阶段是学

生文化素养和思维方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生

意识形态和个人价值追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 科

学作为中小学阶段教授自然科学知识的一门基础学

科,不仅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方式,还蕴含着

独特的文化价值。 充分发挥科学课程动手动脑的实

践优势,引导学生了解一些古代科技成果的基本原

理及科学发展的传统思想,不但有助于他们认识中

国古代的辉煌成就,更有助于激发他们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021 年,教育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

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明确提出要遵循学生认知规律

和学科特点,按照强化经典、整体设计、合理布局、呈
现生动等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中

小学课程教材,增强课程教材在厚植中华文化底蕴、

涵养家国情怀、增强社会关爱、提升人格修养、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育人功能。 《义务教

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也在课程内容、教学

策略建议、教材编写建议中提出要融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和技术创新思想。
按照这些要求,科学课程应有机融入与科学技术发

展联系密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促使学生了

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及其对世界的贡献,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价值、人文情感,切实增强

自身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二、以跨学科实践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

辑理路

跨学科实践是指超越单一学科边界、涉及两个

或更多学科的知识创造活动,其本质特点就是对学

科内容进行整合,促使学习者进行综合化学习,使他

们的知识结构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3] 科学课

程本身就涉及多学科知识,具有综合性、探究性、实
践性特征。 在科学课程中,跨学科实践活动越发成

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式。 跨学科实践强调基于现实

生活和真实情境中的问题,引导学生整合学科观念

与思维方法,经历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互动建构等

过程,解决真实问题,形成跨学科理解,促成自身思

维模式与实践技能的发展与提升。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性、综合性特

征,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加以理解

作为历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智慧结晶,中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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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的科技成就博大

精深,充分体现了文化的综合性和融合性。 例如,我
国古人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养蚕,蚕丝编织而成的

丝绸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丝绸之路,成为彰

显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重要纽带,体现了农

业、手工技术、交通、商贸与历史等的融合;我国古代

的桑基鱼塘、无废弃物农业等种植养殖模式,不仅体

现了生物学原理,还融合了工程学、系统学等学科理

念。 要充分领略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精

髓,必然要有机整合多学科的知识,综合运用不同学

科的学习方法和技能。
在科学课程中,引导学生通过跨学科实践活动研

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体悟与学科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的联动,既能使

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科学原理,
又能帮助他们自然地建构学科内容体系,使科学教育

更加生动有趣,课堂教学效果得以充分提升。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现实性、实用性特

征,需要运用兼具实践性、探究性的学习方式加以

落实

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本身就具备社会实

践的性质,如物理学科中的小孔成像问题、生物学科

中的植物嫁接技术、宇宙领域的日晷计时问题等。
这些内容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具有强烈的现

实性、实用性特征。 只有通过兼具实践性、探究性的

学习方式,学生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中蕴含的科

学原理。
科学课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以科学

学习作为首要目标,重在培养学生的信息应用能力、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以及崇尚科学的观念与态

度。 通过跨学科实践,引导学生围绕一个主题,进行

科学探究活动或工程与技术实践活动,开展自主性、
合作性、探究性学习,有助于他们主体意识、思维品

质、学习兴趣和实践技能的不断发展提升。 这样的

学习过程既能达成用科学知识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相关内容科学原理的目的,也有助于学生实现

知识、能力和态度的整合建构。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发展性、创新性特

征,跨学科实践能更好地凸显其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知道”
更在于“传承”。 传承并不是简单地沿袭,而是在原

有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新。 只有深入地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意

义,才能有的放矢地继承其中的合理、优秀成分,并
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通过跨学科实践引导学生复原中国古代不同时

期的科技成果,可以清晰地展现我国科技发展的脉

络,让学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发

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

越性,进而提升文化自信。 同时,通过跨学科实践引

导学生利用传统理念研究和解决当下生活中的新问

题,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思维与创新能力,真正实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以跨学科实践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

施路径

(一)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设计完整的跨

学科实践活动或项目

1. 通过科学调查等活动体会古人在长时间观察

基础上取得的科学成就

我国古人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观察时间之长、记
录之详,堪称世界之最。 例如,早在公元前就形成的

二十四节气,其划分包含着气象学、农学、天文学等

丰富的知识。 结合二十四节气与各地的气候特点,
我国劳动人民还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编出许多农时

节令的歌诀,这些歌诀对当今的农业生产仍然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 又如,我国古人通过对自然现象

的长期观察,总结形成了一系列流传至今的天气谤

语、农业谤语、健康谤语等。 这些内容无疑也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独具魅力的瑰宝。 对于上述古代科

学成就,可以引导学生以科学观察、科学调查等方式

深入探索其中的科学内涵。
例如,让学生以“节气与自然观察”为主题,进行

科学观察、调查活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观察并记

录不同节气对应的气候特征、天气特点、动植物生长

变化以及农事活动的规律,如有条件,还可尝试在相

应节气开展种植、养殖或收获活动。 通过这样的体

验活动,学生能走进自然、了解自然,提高从科学视

角观察、认识自然现象的能力,掌握科学观察、研究

的基本方法,提升动手实践能力,从而对一年的节气

与自然现象、农耕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深刻认

识。 这样的跨学科实践活动既能帮助学生了解、领
悟、应用相关的科学知识,又能让他们切实体会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通过科学探究等活动再现古代科学家发现科

学规律的过程

我国古代科学发展可谓百花齐放,《墨子》《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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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古代科学典籍都记

述了我国古人对诸多自然之谜的大胆猜想和不懈探

索,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 了解这些辉煌灿烂的

古代科技史料,并将它们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联系

起来,无疑能为科学课程教学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这些古代科技内容,可以通过实验探究等科学

实践活动,再现古人探究科学现象的历史过程,引导

学生分析其中的科学道理,获取科学知识。
以光的传播教学为例,可先引入《墨子》中记述

的小孔成像实验,引导学生根据其中的文字记录设

计实验,获取证据,分析解释科学原理;再让学生动

手制作一个简易小孔成像装置,从定性和定量两方

面对其中的科学原理进行探索,寻找科学规律,在实

验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结论;最后,将小孔成像的现象

和原理拓展应用到对实际生活中类似现象的认识和

理解上。 例如,阳光透过纱窗密孔投在屋内桌面上

形成的圆形光斑,就是小孔成像的典型例子;古人制

造的圭表、日晷、仰仪等天文观测仪器,以及皮影戏、
照相机和摄影机,都利用了光的直线传播性质和小

孔成像原理;等等。 此外,还可以向学生介绍,为了

纪念墨子,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以他的名字

命名[4],由此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
在科学课程中,通过探究实践活动融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容,既能促使学生综合各种信息、知
识、手段、方法,对研究对象及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对其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和原理

形成深刻的认识,并将它们迁移运用到对实际生活

中现象与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上,做到学以致用、用以

致学;又能促使学生更深切地体悟我国古代科学家

进行科学探究的精神态度,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文化

自信、民族自信。
3. 通过 STEM 项目式实践等活动复原古代科技

成果,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

我国古人除了在科学本质探究方面取得了重要

成绩,还在科技、工艺等方面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成

果,这些成果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在
天文学方面,发明了圭表、日晷、浑天仪、简仪、仰仪

等天文观测仪器,以及青铜滴漏等计时仪器;在物质

科学领域,创造了指南针、孔明灯等磁学、热学方面

的成果,产生了制陶、冶金、造纸、活字印刷术等影响

世界的伟大发明;在农业方面,发明创造的古代农具

以及种植选种、茶叶生产、豆腐制作、酿酒、制醋、养

蚕、缫丝等技术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建筑领

域,不用一钉一铆的榫卯结构成为几千年来古代建

筑、家具等的主要构造方式。 对于这些古代科技内

容,可以引导学生开展 STEM 项目式实践活动,通过

制作相应的装置模型,探究其中的科学原理。
例如,结合物质科学、地球科学领域中影子的

形成及太阳光影变化规律等内容,可引导学生进行

技术与工程项目实践:设计制作古代计时工具日晷

并探究日晷是如何计时的。 项目基本过程如下。
首先,创设问题情境,如将阳光下物体影子变化的

现象与古人利用这种现象计时建立联系,引导学生

思考其中蕴含着哪些科学道理。 其次,播放日晷视

频,提出观察思考问题:古代计时器日晷由哪些结

构组成? 它是如何计时的? 随后,发放日晷模型,
引导学生观察、了解日晷的基本结构,移动手电筒

或其他光源模拟太阳的东升西落,探究晷面倾角的

规定、日晷的摆放与准确计时之间的关系。 最后,
让学生设计制作一个日晷模型,并进行计时测试,
经历设计方案、实施计划、检验作品、发布成果、相
互评议等环节。

在 STEM 教育重实践、重创意、重作品理念的引

领下,学生在制作日晷的过程中不仅要思考其中的

基本科学原理,还要从工程与技术实践的角度思考

完成制作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学生需要进行小组合

作学习,形成项目实施计划;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

精力,不断地解决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对这些问题

的思考与实践,既能提升学生对科学知识的认识,丰
富其思维角度,提高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

能力;又能使他们在实践操作和完成作品的过程中

体会做的乐趣,在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享受成

功的喜悦,通过小组合作形成协作精神。 这样的跨

学科实践活动有利于学生全方位地感受古人绵延长

久的科技智慧与文化追求,有效地达成科学课程的

育人目标。[5]

(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融入跨学科实践

的某个环节

1. 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创设问题情境,
引发学生兴趣

一些古诗词、谤语、传统故事和传统游戏中蕴含

着一定的科学现象或科学规律,与科学知识有着紧

密的关联,可以将它们作为科学课堂教学的引入或

迁移情境,引导学生思考其中涉及的科学现象,激发

学生观察、探究、分析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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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学习星空知识时,可将李白《拟古十二

首》中的“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 银河无鹊桥,非
时将安适”作为切入点,帮助学生形成对牛郎星(黄
姑)、织女星(织女)与银河相对位置的认识;在学习

月相知识后,将描写不同月相的诗词作为迁移情境,
如“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描写新月),“可怜九

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描写蛾眉月),“暮云

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描写满月)等,让学

生思考这些诗词中描绘的月相现象。 这样的方式既

有利于学生在“身临其境”中实现对知识的理解,也
能使他们从科学视角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内涵。
2. 以图片或模型呈现具有文化特色的事物,使

之成为科学教学媒介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在居住、交通、饮食、服
饰、音乐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

形式,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往往也是科学教学的良

好素材,可使学生体会科学的无处不在。
例如,建筑领域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很多民

居都反映着人类为应对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文化。 在

学习建筑知识时,可选择具有地域性居住文化特色

的建筑图片,如东北地区的木质民居、黄土高原地区

的窑洞、西南地区的干栏式建筑、蒙古游牧民族的蒙

古包等。[6]又如,诸多民族乐器、传统玩具中都融入

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包括应用了声学原理的琴瑟琵

琶等民族乐器,利用了空气压强和流速关系的风筝

等。[7]在教学前准备相应的图片资料、模型制品等,
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直观体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感受各地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力。
3. 以拓展阅读等方式补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

容,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

科学课堂的时间是有限的。 因此,结合课内知

识的学习,在课后开展拓展阅读、资料收集等活动,
也是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

例如,结合课堂教学,让学生在课后查阅一些古

代科学家的事迹,了解具有启迪意义的传统思想理

念,特别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

等,既能增强科学课程教学的开放性,也能为学生提

升科学意识、领悟科学精神、形成道德修养和社会责

任感奠定基础。
四、结语

在科学课堂中以跨学科实践融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既有利于学生分析其中蕴含的科学知识,以科

学的态度审视传统文化,提取其中精髓,提升自身的

科学与人文素养;也有利于学生深刻地感悟古人对

自然的探索精神与创造智慧,从而增强自身的民族

自豪感,自觉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科学

课程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取得实效,还需

要教材编者、教师、教学资源开发者等多方主体的共

同努力。 对教材编者而言,需要用简洁清晰的文字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编排的教学活动应符

合学生的认知特点。 对教师而言,需要努力提升自

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善于从古代典籍中发

掘相关科学元素,精心设计教学活动。 对教学资源

开发者而言,需要研发立体化的课程资源,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课堂提供恰当有效的渠道。 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让学生对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科学技术等有所领悟与更好传承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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