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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化学校本课程开发

———印染工艺

袁　 珍　 　 姜建文

　 　 【摘　 要】介绍以“印染工艺”为主要内容的校本课程开发,反映古代传统印染工艺向现代印染工艺转变

的过程,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体现传统文化发展与变迁中与化学和生活的密切联系。 “印染工

艺”校本课程开发过程包括确定主题、可行性分析、明确课程目标、规划课程内容等。 此外还分析了课程特色,
并就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提出建议。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学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印染工艺

　 　 一、校本课程开发背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的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

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的、体现中华民族特点的观念、活动及行为习

惯。 不同学者对“文化”的概念及其内容体系有不同

的看法,较为通俗的观点是将其分为“物质、精神、制
度、行为”等 4 个种类,简称“四分法”。 若从文化传

承形态、社会生活现实和常规课程领域等方面进行

考虑,可以细致地划分为生活、礼俗、科技、社会、文
史、艺术、思想等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与美国 21
世纪学习联盟提出的 21 世纪 5C 核心素养模型中,
创造性地引入了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并将其作为

5C 素养的核心,为其他素养提供价值指引。 此外,
教育部发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

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
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教

育实施建议。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领域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相关的传统文化中蕴含了

大量科学知识,并传承至今。 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充

分的认识和利用,方能领略到其中的文化内涵,树立

文化自信。 近百年间我国化学教科书更替过程中,
传统文化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内容也逐渐丰富。 目

前与化学学科相关的校本课程种类繁多,主要围绕

日常生活,引导学生利用化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

象,以科学实验的形式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体会

化学学科的实用价值。 其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关的化学校本课程主要有地方特色文化、酿酒文化

和香文化、考古文化等内容,课程设置上通常包含多

个相对独立的主题,主题之间联系不紧密,未从时间

深度上对某一传统文化进行完整介绍,且多以学科

知识本位为主,忽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过

程,不利于学生深入理解传统文化。
二、校本课程开发

(一)校本课程开发思路

结合以上背景,确定校本课程的开发思路如下

页图 1 所示。
(二)主题的确定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社会生产活动相关的

传统文化与化学知识关联度较高,我国传统印染技

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绞缬(扎染)、蜡缬(蜡染)、
夹缬及蓝印花布等工艺如今均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染”为会意字,由“木”“水”“九”等 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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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校本课程开发思路

组成,其中“木”指用于染色的原料,传统印染多使用

植物作为染料进行染色;“水”指浸渍染料的溶液,原
料需要浸渍出染液后方可进行染色;“九”则指染色

的次数,织物要经过多次染色颜色才能逐渐加深。
对“染”字的组成特点进行分析,传统印染工艺的内

容就可见一斑了。
染料可分为天然染料与合成染料,天然染料又

包括植物染料、矿物染料、动物染料等,依据染料的

结构可分为蒽醌类、萘醌类、单宁类、类黄酮类、类胡

萝卜素类等类别。 传统印染工艺中染料多提取于植

物,《荀子·劝学篇》中说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

蓝”,描述的是从蓝草中提取的靛蓝可以染出更青的

颜色。 人们最初将蓝草与织物直接揉染,蓝草中的

靛甙附着于织物上,在空气中氧化成靛蓝,将织物染

蓝。 红色的染料可以从红花和茜草中获得;红花中

的红花黄色素溶于水,可染黄,红花红色素溶于碱性

溶液,可染红;而茜草染色时则需要以明矾作为媒染

剂才能获得鲜艳的红色。 由于植物的生长特性,传
统印染工艺的发展受到植物收获时节的限制。 《礼
记·月令》中记载:“(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蓝以染”,
说明当时的染坊染色工作仅在蓝草成熟后的一段时

间内进行。 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人们发现利用酒

糟可以将沉淀的淀泥(主要成分为靛蓝)还原重新用

于染色,至此,古代印染工艺突破了时间的限制,飞
速发展。 现今,我国少数地区仍保留着传统制淀染

蓝的方法。
清末民国,国外合成染料进入中国市场,植物染

料由于在成本及性能上不如合成染料,几乎全被淘

汰。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高新技术的发展,传统

印染工艺因工艺复杂、生产效率低、质量不稳定等原

因逐渐没落。 现代印染工艺的迅速发展虽然提高了

生产效率、节约了成本,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

题,尤其是印染废水中的残留染料、印染助剂、酸碱

调节剂、重金属离子等物质处理难度较大,易造成环

境污染。 此外,有研究表明,众多印染材料都含有致

癌物质,现代印染材料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而传

统印染工艺由于染料多提取于植物,无毒无害、对皮

肤无刺激性、无致癌性且易降解以及其独具的审美

特点,再度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三)课程目标

依据校本课程主题及学生的发展需求,确定以

下课程目标:
(1)能自主获取信息,了解、分析印染工艺的发

展历程,感受科技发展与时代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

响,认识和赞赏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通过参

观染坊或博物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提高

民族认同感,坚定文化自信。
(2)掌握印染工艺中的基本化学原理;具有合作

意识,能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色素的提取、染料的

合成等实验;能设计实验方案处理传统印染工艺中

产生的废水。
(3)理解印染工艺的流程,积累艺术知识,具有

感知、欣赏、评价美的意识和基本能力,能够独立设

计印染作品,能在生活中拓展和升华美。
(4)通过对传统及现代印染工艺的了解,能够有

意识地将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结合,使用现代技术

解决传统工艺中存在的问题。
(5)学会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够用科学的思维方

式认识事物、解决问题;关注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环境

保护问题,具有“绿色观念”、可持续发展意识及社会

责任感。
(四)课程内容

在明确课程目标基础上,将“印染工艺”校本课

程规划为 4 个章节,具体内容见下页表 1。
“印染工艺”第一章介绍印染工艺从古至今的发

展历程,学生通过自主查阅资料、小组分享、教师讲

解、绘制印染工艺发展史图等方式了解印染工艺的

起源、发展演变过程,进而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

慧,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魅力。 同时,
在第一章中可引导学生初步探索染料制取原理、染
色原理等,分析化学知识在印染工艺发展中的作用,
使学生感受化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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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印染工艺”校本课程内容

单元主题 课程内容 主要内容 主要化学知识

第一章

印染发展史

第一节 古代印染发

展史

印染工艺的渊源,结合历史发展了解传统印染工

艺向近现代印染工艺变迁的过程

染料提取(水萃取、蒸馏、柱层析)、染

料染色原理

第二节 近现代印染发

展史

近现代印染技术的发展,主要技术;分析现代印染

工艺与传统印染工艺的区别

色素提取(乙醇提取、酶提取、超声提

取)、染料合成、印染助剂、染料染色

原理

第三节 走进染坊 / 博

物馆

在博物馆 / 染坊中寻找不同年代的衣物及染料,观

察记录不同年代衣物的特点,查阅资料,结合当时

的社会生产力情况,探究其产生原因

染料种类鉴别、染料成分鉴定、文物

保护原理

第二章

染料的获取

第一节 染料的分类
染料的分类;常见的天然染料与合成染料的用途

及提取方法
物质的分类、物质的制备

第二节 从蓝草中提取

植物靛蓝

提取植物染料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步骤;从蓝草中

提取植物靛蓝

水浸法提取色素、氧化还原反应、基

础实验操作

第三节 菠菜中叶绿素

的分离和提取

色素提取的原理与方法,色素分离提取的操作

步骤

物质的分离、有机溶剂法提取色素、

基础实验操作

第四节 普鲁士蓝的

合成
普鲁士蓝的合成原理及操作步骤;合成普鲁士蓝 物质的制备、基础实验操作

第三章

印染工艺流程

第一节 传统印染工艺 直接染色工艺、媒染工艺、复色染工艺
氧化还原反应、酸碱中和、螯合反

应等

第二节 现代工业印染 现代工业印染的流程、技术及发展趋势 各类化学反应

第三节 印染常用助剂
固色剂、防染剂、匀染剂、促染剂等助剂的作用及

原理
部分酸、碱、盐、有机物的性质及用途

第四节 印染与环境
传统印染及现代印染工业对环境的危害;印染废

水的回收与处理方法
物质成分分析、物质的除杂

第四章

印染作品设计

第一节 印染作品鉴赏 欣赏不同年代、不同工艺印染作品及其特点 物质的性质、化学反应原理

第二节 印染作品设计 学习扎染 / 蜡染等印染工艺,设计并完成印染作品 氧化还原反应、酸碱中和反应

第三节 印染废水处理 设计实验处理染色后的废水
物质成分分析、物质的除杂、酸碱中

和反应

第四节 印染作品展 分享作品的设计理念及体会
物质的性质、制备、反应原理、成分分

析、除杂

　 　 第二章主要介绍各种天然染料及现代合成染

料。 该部分的内容以实验活动为主,设计了菠菜中

叶绿素的提取、植物靛蓝的提取及普鲁士蓝的合成

等实验。 菠菜中叶绿素的提取实验利用叶绿素不溶

于水溶于有机溶剂的性质,使用无水乙醇提取叶绿

素,是一种常见的色素提取方法,同时也是中学生物

中的基础实验之一。 植物靛蓝的提取实验使用传统

工艺从蓝草中提取靛蓝,步骤相对复杂但操作难度

不大,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能够直接体验传统工艺的

操作过程,并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其中的化学原理。
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实验中思考传统工艺的优缺点并

鼓励学生利用已有知识及现代技术尝试解决实验中

的问题。 此外,学生提取出的靛蓝可以在第四章设

计印染作品时使用。 普鲁士蓝的合成实验是现代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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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合成方法,将亚铁氰化钾溶液加入三氯化铁溶

液中,搅拌,可观察到有蓝色沉淀生成,将沉淀过滤、
烘干后可得到普鲁士蓝。 普鲁士蓝可用作瓷器上釉

及油画染料,学生可利用制备的普鲁士蓝进行创作。
通过完成以上不同类型的实验,提高学生的实验技

能,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

生的创新意识,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知识解决问题。
第三章主要介绍传统染色工艺及现代染色工艺

流程,对比传统及现代染色工艺,发现各自的优缺

点,体会科技发展推动工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

章将一、二章中的理论知识与具体工艺流程结合,使
学生真实感受到理论知识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差别,
明白实验室实验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区别。 此外,环
保是该章节的重点内容,印染工艺中废水的处理仍旧

是现代印染工艺中的关键问题,通过学习印染工艺中

使用的染料、助剂及具体操作流程,引导学生分析印

染废水中可能存在的物质及除去其中有害物质的方

法,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物质推断、鉴别与除杂的方法。
第四章为实践环节,学生可使用自己制备的靛

蓝进行扎染、蜡染等作品的设计,将所学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在实践过程中体会印染工艺的魅力。 第四章

第三小节的内容是印染废水的处理,要求学生利用所

学知识设计实验方案,对自己染色后的废水进行处

理,达到排放标准后进行排放。 从染料的制取、印染

作品设计到染色再到废水处理等环节,皆由学生亲自

完成,使学生在体验传统印染工艺的过程中学习化学

知识,提升化学技能,学会思考与解决问题。
三、“印染工艺”校本课程特色

(一)学科知识与社会问题结合

“印染工艺”校本课程以印染工艺的发展历程与

化学学科知识相结合,通过揭示印染工艺中蕴含的

化学原理体现化学学科的逻辑思维。 印染与环境、
印染废水的处理等章节将社会热点“环保”与学科知

识相联系,引导学生关注传统印染工艺的现状及印

染废水对环境的污染等问题,实现学科知识与社会

问题的融合,帮助学生建立解决污水处理问题的思

维框架,培养学生使用化学思维关注生活和社会的

意识。 同时通过对印染废水成分的分析使学生了解

传统印染废水与现代印染废水成分的区别,领悟传

统印染工艺环保的优点,树立“绿色化学”的观念,形

成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二)重视实验探究与科学方法培养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课程,实验探究在

化学课程中尤为重要。 “印染工艺”校本课程在第二

章染料部分设计了多个实验:蓝草中植物靛蓝的提

取、菠菜中色素的提取及普鲁士蓝的合成;能够在提

高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物质

的制备、提纯等化学科学方法,建构物质制备及提纯

的一般模型,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 这些实验

虽然都是提取色素和染料,但是分别代表着传统植

物色素提取、现代植物色素提取及现代染料的合成

等几种获得色素的不同方法,将传统与现代提取色

素的方式进行对比,使学生体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及

古今科学技术的区别。
(三)柔化学科界限,融合多学科知识

“印染工艺”校本课程力求从学生的跨学科能力

出发,打破学科界限,促进学科融合。 其中涉及的学

科知识类型丰富,包括历史学、生物学、化学及艺术

学的内容。 如印染工艺的发展史可归属于历史学的

内容、植物染料及色素的提取与生物学及化学相关、
织物染色发生的氧化还原反应及现代染料的合成等

皆与化学相关,印染作品的设计部分将所学理论与

实践结合,以学生的审美为基础,通过艺术熏陶与实

践的方式让学生体会印染工艺的魅力。
(四)古今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放在历史发展的长

河中来看待和理解,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并不是非

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 “印染工艺”校本课程中介

绍传统印染工艺向现代印染工艺发展的过程,帮助

学生在印染工艺的发展过程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

与现代工艺的优点。 在学生切身体会传统印染工艺

过程及创造印染作品的过程中,鼓励学生思考如何

使用现代技术改进传统印染工艺中存在的染色不

匀、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实现古今文化、技术的融合。
向传统文化中注入新思想,在创造中传承不仅能有

效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发展,还能够激发学生创新

意识,不失为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新方式。
四、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建议

(一)充分进行需求调查及资源评估

校本课程开发需要学校、学生、家长、教师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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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多方面共同参与,在进行校本课程设计时可以通

过观察、访问、座谈及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及家

长的需求,征求他们的意见。 资源评估不但要考虑

学校资源,还要囊括校外资源,对学校设施及师资情

况、社区可提供的资源等内容进行全方位评估。 再

依据调查所得的具体情况对校本课程内容进行选择

及价值评估。
(二) 依据所具备的资源合理选择内容,动态

调整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学生的培养不是简单的因果

关系,学校在实施校本课程的过程中应该要根据学

生的情况及环境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不断更新内

容,在动态发展中使课程逐渐成熟。 校本课程的动

态发展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校本课程的动态发展过程

与印染相关的适合高中学生探究的实验很多,
学校可根据自身的条件及需求进行选择。 如从植物

中提取色素的实验,还可选择艾草、红苋菜、香蕉皮

等生活中常见的植物作为原料,提取色素的方法除

了水溶剂法、有机溶剂法等,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使

用超声波法及酶提取法提取植物中的色素。 天然染

料中除了植物染料,学校也可以开发矿物染料及动

物染料的内容。 合成染料的制备亦可依据学校条件

及学生能力选择其他染料,如靛蓝的合成,正好能与

植物中靛蓝的提取实验进行对比,分析 2 种方式获

得靛蓝染料的优缺点。 此外,印染作品设计中可以

选取扎染、蜡染、捶草印花等多种类型的传统印染工

艺供学生学习,并鼓励学生分析传统工艺中存在的

问题,引导学生将现代印染工艺与传统印染工艺相

结合,尝试使用现代技术解决问题。 如传统印染中

金属离子媒染剂的使用将对环境造成污染,而现代

开发的稀土环保媒染剂可以解决该问题。
(三)挖掘学科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各方资源

优势

校本课程实施过程应注重各学科之间的联系,

发挥不同学科之间的协同作用。 “印染工艺”校本课

程除了与历史、生物、化学、艺术等学科相关联外,也
可与劳动实践课程相结合,教师可带领学生种植蓝

草等植物用于提取植物靛蓝。 除此之外,亦可与探

究性活动结合,如从印染污水处理的角度出发可开

设生活污水调查、工业水污染调查、水的净化等研究

性学习或项目式学习,提供机会让学生走出学校了

解真实社会,感知真实问题。 此外,学校也可以利用

社会资源,安排学生参观现代印染工厂,帮助学生获

得直接经验。
(四)关注学生发展,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

在评价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发展,注重过程性

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的有机结合,依据内容的特点选

择最恰当的评价方式。 学生的素养是内在的品质与

特征,无法直接测评,可以通过学生在完成具体任务

中的表现推断其素养的达成度。 如实验探究类及实

践操作类的内容可依据要点设计过程评价表,方案

设计类的内容重点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信息查阅

类的内容重点关注学生辨别与整合信息的能力等。
在课程中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可实现课程评价

从知识本位、学科本位向素养本位、学生发展本位的

转型。
(五)转变教学方式,落实核心素养

校本课程不能仅仅是表面形式的课程内容开

发,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式要发生转

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学习方式转变。
如在印染工艺发展史的课程实施中可以采取翻转

课堂的学习方式,要求学生在课前了解印染工艺的

发展,查阅相关资料,选择感兴趣的部分进行课堂

分享。 同时,学生可在教师的组织下或自行参观博

物馆、走进传统染坊,亲自感受印染工艺的魅力。
此外,教师应对课程进行深入分析,真正做到在课

程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的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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