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是
一所北京师范大学主办，西城区教委
管理的十五年贯通培养的实验性、示
范性国有民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教育教学质量
示范校。 
 
    学校有学前、小学、初中、高中
四个学段，学校在教育科研、课程建
设、国际教育、生命教育、艺术教育
（金帆团）、科技教育、传统文化教
育等诸多方面特色显著并在北京市享
有较高知名度，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
基础，办学美誉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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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
化的精髓，在中学课堂中渗透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科素
养和人文底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 

前 言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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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依托校园资源的学生活动 

多学科整合型综合实践课程 

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 
依托校园资源的学生活动 



中草药种植管理 

依托校园资源的学生活动 



眼保健操辩论赛 
依托校园资源的学生活动 



多学科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综

合

课

程 

多学科整合型综合实践课程 



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 

 

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 

“丝绸之路”的起源 

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载体 

桑蚕文化 

课程背景 



 
 
 
 
 
 
 
 
 
 
 
 
 

桑蚕文化 

“青青陌上桑”综合课程开发策略 

 

“青青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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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铺垫 



四年级养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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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生物、化学和物理学
科的蚕丝的理化性质实验 



养蚕研究性学习报告 



学生反馈 



•桑——中医药文化 

    桑在本草中是一个大家族。叶、果、嫩枝和根皮都是中医
临床的常用药物。 
    在本草中，它的叶叫桑叶，果穗叫桑椹，嫩枝叫桑枝，根
皮叫桑白皮，它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品种。 



北京市开放性科学实践课程 
          《桑白皮凝胶面膜的制备》 
          《桑叶饼干的制作》 



学生课前资料收集 



桑葚干 
桑叶茶 
桑叶馒头 

学生课前资料收集 



《桑白皮凝胶面膜的制备》课程 

自制视频/搅拌完使用PH试纸测面膜的酸碱度.mp4


《桑叶饼干的制作》课程 

 

       

      

    



学生反馈 

       在此次面膜制作前，我们调查了桑叶的功效及许多药理作用，却丌知

道它能做出精致的桑叶面膜。这次的桑叶面膜制作让我学会了做桑叶面膜，

同时也让我明白，实践是学习中最有趣的，也是最有意义的！       

                                                                                 ——八4班 李子敬 

       在这节课中，我们学习了许多关于桑蚕的物理、生物和化学知识，并且 
切身的感受到了中华桑蚕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一定要将它传承下去。               
                                                                       ——八（4）班张楚豫 

桑叶应用面十分广，可以养蚕，可以泡茶，甚至可以做饼干，我们上周五
幸运地体验了这一活动。我们品尝了浓浓的桑叶茶，我们又做了桑叶饼干，
享受了在实践活动中的乐趣！ 
                                                                        ——七（6）班石鑫硕 



《在桑树下》绘本 



初中生英文音乐剧《丝路永恒》在“一带一路”国家巡演 

《丝路永恒Silk, the Eternal Road》音乐剧是中
西文化及思想碰撞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与
国际视野的融合。 



02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 

《黄帝内经》等 
“诸血皆归于心”               血液循环 
“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 
 
 
古时人痘接种法应用于预防天花 
 



农业生产技术 
《神农》、《野老》、 
《吕氏春秋》、《齐民要术》 

数学 
《九章算术》 
《周髀算经》 

                天文学 
地动仪，浑天仪， 
太初历，大明历等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 



03 古文诗词与民俗谚语 



古文诗词与民俗谚语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碧玉妆成一树高，千条万条绿丝绦” 

“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 

学生在获得科学知识的同时，深入体会文人思客借诗表达
的或返璞归真，或悠然自得，或高洁典雅，或母爱至深，
或忧国忧民的情感，使得学科知识得到深化和升华。 

“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 
 

藻类的繁殖 

植物的生活史 

植物的生长 

鸟类的生殖 



古文诗词与民俗谚语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一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清明前后，点瓜种豆” 
 
 
“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种子的萌发条件 

植物的生长需要水和无机盐 



考试评价 

A 种子萌发需要水分 B 麦芽是由胚乳发育而来的 

C 糯米中含有大量淀粉 D 萌发的麦芽中含有淀粉酶 

民俗中有“二十三，糖瓜粘，灶王爷要上天”的说法．制作糖瓜的传统 
工艺是将小麦籽粒浸水萌发，萌发的麦芽磨碎不蒸熟并晾凉的糯米混合， 
一段时间后形成含有大量麦芽糖的糖汁，熬煮并制成糖瓜． 
下列有关分析，丌正确的是（  ） 

    



0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 



添加标题 
 

添加你的详细文本内容添加你的详细
文本内容添加你的详细文本内容添加

你的详细文本内容 

天人合一 以时禁发 适度消费 

儒家、佛说和道家： 

崇敬自然、顺应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 

课堂中加入先人的优秀思想，在为课堂添彩的同时， 
也能够帮助同学们了解传统文化思想，实现课堂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 



小结与展望 

在中学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民族认同感，培养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怀以及科技兴国的使命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科课堂的融入要处理的巧
妙得当，切忌喧宾夺主和生拉硬拽。 
 
提升教师队伍的传统文化素养是在课堂中渗透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和保障。 



T H A N K  Y O U  F O R  W A T C H I N G 

谢谢关注，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