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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背景下，本文主要阐述了如何将拓印传统工艺与小学科学课堂相融

合，从学生的兴趣出发，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亲近自然走向亲近科学，实现“做中

学”的教育理念。并做出“利用拓印传统工艺留存植物”的课程设计，其意义在于充分培养学生的动手

实践能力，创新设计能力，审美能力以及保护自然的责任意识，培养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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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the science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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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ra,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how to integrate the rubbing traditional technology with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lassroom, starting from the students’ interest, the purpose is to stimulate 
students’ curiosity and thirst for knowledge, from close to nature to close to science,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learning from doing”. And make the course design of “using rubbing tradi-
tional technology to retain plants”, its significance is to fully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ve design ability, aesthetic ability and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ature, and 
cultivate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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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1]深入贯彻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系统部署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支撑服务一体化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重点强调了在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需要，从课程教材、实验教学、师资培

养、实践活动、条件保障等方面强化顶层设计，充分整合校内外资源，推进学校主阵地与社会大课堂有

机衔接，为中小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科学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

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强调，要用好社会大课堂。统筹动员高校、科研院所、科技馆等单位，

向学生开放所属的场馆、基地、营地、园区、生产线等阵地、平台、载体和资源。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

主动对接中小学，引领科学教育发展。引导高科技工农企业开展“自信自立技术产品体验”活动。推动

中央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开设科学教育专栏，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激励中小学生树立

科技报国远大志向。 

2. 课程理念[2] 

传统的课程只是传授知识，更多的是教师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但是在新课标的要求下，课程不在

只是教学生知识，而是从教知识转变为教学习，让学生掌握生存生活的能力和真正的融入到生活中去是

我们现在教育的着重点。新课程中强调了： 

2.1. 以学生为主体 

以学生为主体强调在课堂上，应该以学生的“学”为主要教学方式，评价一堂课的标准就是学生学

的如何，在这一堂课中，学生是否学到了方法而不是仅仅记住了知识。 

2.2.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新课标中，素质教育是我们教育的首要目标，素质教育强调“不再唯分数论”。比起应试教育，

素质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理念在科学课堂中表现的更

加突出，在科学课堂中，不止学习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和兴趣，动手实践能力和审美能力得

到大大的提升。就植物拓印为例，在这一看似简单的实验中，学生可以自己设计创造作品，大自然的美

是无法复刻的，在设计的时候，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从而培养保护自然责任意识，热爱自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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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的综合化和个性化 

科学课程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课程，它包含生物，物理，地理，化学，数学，美术以及劳动

等。在科学课堂里我们将会了解到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以及每个学科的独特魅力。在综合性发展的同

时，我们还强调个性化的课堂，培养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在教育理念中，有人觉得个性化和全面化是冲

突的，事实并非如此，全面化是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个性化是让我们学生可以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

以及特长来更加的完善自己。课堂也是如此，课堂不用千篇一律，我们可以根据学科的不同，学生的兴

趣不同调节我们课堂的授课方式。 
在科学课中，植物拓印在植物挑选这一环节，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准备实验材料，寻找自己喜欢

的植物和布料，这样实验的结果也会变得多样化，学生就可以自己分析实验的结果，让学生自己去探索，

发现科学的魅力。 

2.4. 课程的生活化和社会化 

学习本就为了更好的生活，生活便要回归生活，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的经验，科学这一学科

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如厨房中的科学小实验是学生最喜欢的一类小实验。它耗材少，材料简单易得，

实验现象明显、有趣。新教学理念当中要求我们的课堂要社会化，实践化。这就要求教育者将课本的理

论知识与社会中存在的现象结合，引导、鼓励学生在社会中得到知识，更好的适应社会。 
本文介绍的拓印工艺来源于生活，现在的大多数人更亲近自然，更偏爱具有自然元素的物品，而拓

印工艺主要目的就是留存植物最美好的形态，可以广泛应用到生活中，如服饰，窗帘等家居用品。 

3. 拓印[3] 

3.1. 拓印的历史 

拓印技术在我国起源于于南北朝时期，兴盛于隋唐之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拓印技术对我国传

统文化的保存、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传统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印技艺是民众在长期的生

产生活实践中发明、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科技、人文内涵和独特的价值。 

3.2. 拓印与教育相结合[4] 

同以往社会教育不同，当下的教育模式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在新的教育模式下，教育者更加

注重于教学生学会学习，将重点放在学生本身而非知识本身。在这种教育体系下，更加凸显学生的学习

能力，新的教育理念，不再将考试成绩作为最终目标，而是更注重学生在社会上是否能够快速的学习技

能和本领，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目标。但这同时也要求学生自

身的学习目标必须明确，知道为什么而学习，不能因没有了分数制约，而不重视学习。 

3.3. 拓印的教学方法[5] 

3.3.1. 教师教转变为学生学 
新的教育理念产出新的教育方法。教师一味地在讲台讲课，将知识硬性灌输给学生的教育已经成为

了“过去式”。在新理念的引导下，我们将知识的传授分为两个方面——教师教和学生学，这两个要素

在知识传授中是必不可少的。传统教育的不足之处便在于并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接收，这就会导致考试工

具的诞生。新的教育模式避免了这一问题，在原有教育模式上更加注重学生学的部分，在课堂中增加拓

印的活动有利于学生做中学，拓印本身作为中华民族的非遗传统艺术，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不仅会学习到

一项新的技能，更能深化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结果也能直观地检测学生是否会学，是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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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师教逐渐转变为学生学，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方式，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3.3.2. 关注学科转变为关注人 
在新教育理念的引导下，我们将关注重点从学科逐步转变为学生本身，教育将不再是一味的传授知

识，新式教育的根本目的表明，我们并不应该单一味的培养智者，而是应该更加关注学生本身的全面发

展，拓印与课堂的融合，提升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避免出现将知识作为重

点而引起逐渐丧失教育目的的现象。 

3.3.3. 教知识转变为教学习 
教育不只是教学生知识，教育是要将人培养成为人。将知识直接教给学生，学生得到的就只有知识，

而教会学生学习探索知识的方法后，学生得到的将远超知识本身所有的价值。拓印的制作过程就是很好

的体现，学生在制作拓印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学习。教会学生学习，才能让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

学习中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为其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4. “小学科学课堂玩转拓印”教学设计示例(表 1) 

Table 1. Example of the teaching design of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lassroom play rubbing” 
表 1. “小学科学课堂玩转拓印”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主题 小学科学课堂玩转拓印 教学年级 小学五年级 

学情分析 

1) 学习兴趣：小学五年级学生对多样化的学习活动和新鲜的知识仍具有较高的兴趣，在之前的学习

中，学生没有接触过拓印的相关知识，因此学生会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和活跃性，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和探索欲。 
2) 学习能力：在学习上，小学五年级学生系统学习能力已经基本达到标准。他们能够理解并运用抽

象的概念对知识进行更多的推理和表达，记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也更加强大。动手能力也大大提升，

可以自主完成拓印的相关操作。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对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较高，能自主思考问题，具备利用植物的特殊形态自

主设计拓印作品的能力，对于主次规律的把握节奏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

应的任务，提高课堂效率。拥有倾听与自我判断的能力，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

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注重结果的同时也会保留对过程的关注。 

教学目标 
1) 了解拓印工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 探索拓印工艺在生活中的应用； 
3) 提高学生的观察、实验和记录能力。 

教学时间 1 节课，约 40~45 分钟 

教学准备 

使用拓印工艺制作好的成品织物(成品展示范例)； 
拓印工艺的图片和拓印工艺制作过程的视频素材； 
准备各类植物叶片和白色织物(学生可以自行准备)，彩笔，白纸，医疗包； 
准备小锤子，胶带，卫生纸等实验工具。 

教学过程 

1) 引入(5 分钟)： 
展示使用拓印工艺所制成的各类物品，激发学生对拓印这一主题的兴趣； 
引导学生思考拓印工艺是如何一步一步将植物的形态完整展现在织物上面的。 
2) 探究(15 分钟)： 
将准备好的白色织物和植物分发给学生，让学生主动感受实验材料的性质，思考拓印是什么样的； 
给每个学生发放彩笔，白纸等工具，让学生自行尝试设计拓印后的模样，学生通过现有材料设计自

己喜欢的图案并绘制出来； 
学生设计完拓印图案之后，可以相互讨论交流自己的设计意义，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 
3) 实验(15 分钟)： 
教师将各类植物分类摆放分组发给每一个小组，提醒学生锤子的使用事项以及安全保护后将小锤

子，胶带分发给每组学生； 
学生依照自己实现绘制好的设计图样，将植物进行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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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教学过程 

学生使用胶带将植物调整好形态并完整固定到织物上面； 
学生使用锤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敲击植物，粗茎先敲，先敲完粗茎后再敲细茎，再敲叶脉最后敲

叶肉，使色素慢慢转移到织物上面。 
最后学生小心撕掉胶带，清理好植物残渣后，一幅拓印好的作品便呈现出来。 
4) 总结与展示(5 分钟)： 
学生完成拓印后，将织物放置晾干； 
学生彼此分享自己的设计，讨论自己在制作拓印作品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拓印工艺的原理和应用，并鼓励他们将这种工艺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5) 拓展活动(5 分钟)： 
教师可以布置相关的家庭作业，让学生在家尝试运用拓印工艺制作小布艺品或衣物，以进一步巩固

所学知识。 
注意事项：提醒学生注意安全，并进行必要的示范和指导，确保活动过程安全顺利。 

教学评估 

学生自我评估，学生回顾在学习拓印的过程中的表现，反思自己在学习探索过程中有哪些突出的表

现以及不足之处，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总结后以期下次实验中改进。教师进行评价，通过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包括问题的讨论，团队的合作，思路的分享，活动的参与度等方面，多方位地

对学生评价。教师本身也要在课后梳理自身教学过程中的不足，总结反思并记录。 

5. 拓印工艺与小学科学课堂融合的意义 

5.1.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素质教育观下，注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学生学会学习，知道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的

重要性。拓印工艺已经被列为非遗工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价值。 
在拓印设计过程中，学生充分调动了自身已有能力，自主设计拓印作品，结合植物的形态特点进行

构图，让作品更加美观，和谐，富有层次感，促进美育和智育的发展；在制作的过程中，学生能够用适

当的力和工具，与合理的捶打方式进行制作，提升了动手实践能力；在展示过程中，学生相互评价学习，

共同交流制作经验，促进学生之间的友好关系。 

5.2. 培养学生多角度探索自然的能力 

学生虽然具备一定的自然知识基础，但因大部分学习是理论化研究，没有实质性的研究学习，学生

无法切实体验自然，感受自然的魅力。而将拓印工艺融入课堂能把学生带入自然的氛围中，亲身动手制

作更加实用的生活物品，打破学生的固有思维，多角度观察事物，探索事物更多不同的功能，培养创新

思维和擅于发现的能力。 

5.3. 加强学生爱护自然的责任意识 

自然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们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通过拓印，知道自然在生活

中无处不在，小学教育是学生和人的发展的基础，是人身心发展的必要的阶段，在此阶段的学习是着重

培养小学生的态度责任，让学生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6. 总结 

在新的教育理念下，小学课堂应该更注重培养小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科学素养，在小学生的心

里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现如今科技快速发展，有许多传统技术渐渐被科学机器取代，但是传统的智慧

不应该被遗忘，不应该被彻底取代，所以将传统的简单工艺与课堂结合，体会传统工艺的魅力，培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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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传统工艺的责任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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