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地方传统文化开发 STEM课程

——《小小酿酒师》、《松花皮蛋》、《绵竹年画》课程概述

背景：

自 2016年来，STEM教育、STEM项目学习、STEM联盟、STEM国际论

坛……一股 STEM热正在中国教育界兴起，并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家的关注。STEM

教育热的出现，既有国家对创新人才需求方面的因素，也有科学教育改革的需求。

STEM课程开发也愈来愈受到各部门、学校的高度重视。桂馨绵竹科学教育工作

室紧跟时代步伐开展了国家级科研课题《基于 STEM的绵竹市小学科学实践活

动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并于 2022年 6月顺利结题，该课题从四个方面开发

STEM课程，即：地方传统文化、科学教材、社会热点、学校资源。其中，基于

地方传统文化开发 STEM课程成为本科研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点：

从 3年多的实践研究发现，基于地方传统文化开发 STEM课程是 STEM课

程开发的又一重要思路，我们所开发的本课程具有如下特色：

1.注重自然科学、人文素养相结合的教育，培养健全人格。

新时期的教育需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课程里面有真理、有家国、更有灵魂塑造。因此，STEM课程开发既要

注重启智增慧，又要注重培根铸魂，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从目前的 STEM课

程来看，大多数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而较少关注到人文科学对学生的巨大影响。

我们在研究项目设定时，就关注到人文素养对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不可或缺的作

用，因此专门设立了“传统文化组”，深挖具有浓郁绵竹地方文化特色的酿酒、松

花皮蛋、绵竹年画中的 STEM元素，开发出了《小小酿酒师》、《松花皮蛋》、《绵

竹年画》等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挖掘出其中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 STEM元

素，比如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的作用、蛋白质如何凝固、验证“松花”形成的传言、

设计松花皮蛋外包装、年画的材料创新和内容创新等。将这些自然科学和人文素

养结合起来开发 STEM课程并以此开展教育活动，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健全人格。

2.凸显地域特色，传承地方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变迁等原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地方文化，她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传承这些地方文化？

除了通常的宣教以外，我们认为以 STEM教育这种方式更为合适——STEM教育

方式和教育内容更适应学生的心智特点和兴趣爱好，学生能更积极主动融入这些

课程的学习中去，从而提高学习效率。通过这些高效率的学习方式，学生对这些

地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也在 STEM教育过程中更便捷地传承了这些地

方文化。

2018年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后，我们快速

跟进、深入学习理解并消化吸收，并尝试在所开发的课程里面融入“乡村振兴”内

容。例如《STEM之年画》《松花皮蛋的研究与制作》《小小酿酒师——微生物与

酿酒》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内容，就是绵竹县域乡村振兴的典型，通过实践研

究发现，这些传统文化+乡村振兴，凸显地域特色，也能使地方文化得以传承，

有效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3.资源相对易得，课程域内通适性好。

地方传统文化根植于当地，渗入当地生产、生活、饮食、风俗、文化、艺术

等方方面面，师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她无处不在的影响，对她的熟悉度、认可度



和接受度非常高。同时，开发的 STEM课程的素材基本来源于本地，并且基本

又是本地老师自己开发的，师生对该课程内容相对熟悉，呈现方式相对熟悉、更

易引起情感共鸣，所以便于推广使用。

4.结合“研学”开发课程，STEM课程与时俱进。

教育部 2017年 9月 25日颁布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我

们研究发现，研学课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模式，是学生行走的课堂、校外课

堂、大自然课堂，它与 STEM课程契合度极高。因此，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开发

中进行了有益尝试，开发的《STEM之绵竹年画》等都包含研学内容。通过对这

些现实生活和实时素材的研究、挖掘进行课程开发，既有效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

又培养了他们关注社会、关心生活实际的科学品质。

5.“4个架构”，形成比较完善的 STEM课程资源。

为了便于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我们在本课程开发中形成了“4个架构”，即：

教材、教学建议、教学设计（教案）、PPT等 4个方面配套资料。架构科学、内

容丰富详实，便于所有教师实施。通过课程实践发现，教师仔细阅读并接受简单

培训后，基本都能按照教材意图施教，学生学习效果反响良好。

6.5E模式呈现 STEM课程，契合目前的科学教材和教学习惯。

STEM课程以何种方式呈现，不但影响施教者的理解，更会影响到学生的学

习效果，因此，更高效的 STEM课程呈现方式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从本课题

研究发现，以 5E模式呈现是较好的方式，因此我们的该 STEM课程也以 5E模

式呈现。

●5E教学模式由 BSCS创立，是基于建构主义学习观的一种学习循环，它

提供了一个既定的教学序列，将学生置于他们学习经验的中心，鼓励他们去探究，

建构自己的科学概念的理解，并将这些概念与其他概念联系起来。它包括：激发、

探究、解释、拓展和评价，它比较适合学生的心智特点。

●研究发现，目前科学教材编排形式与 5E模式契合度比较高。不管是科学

教材大单元中各课之间，还是每课 4个环节之间，都与 5E模式非常相似。

●由于教师、学生均适应目前科学教材和教学方式，实践发现 5E模式更容

易被师生所接受。

成效：

通过横向对比研究发现，目前我们基于地方传统文化开发 STEM课程，不

管是切入点，还是内容挖掘、呈现方式均独树一帜；通过纵向研究发现，该课程

使学生 STEM素养得到提高，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培养了一批初步具有开发、

实施 STEM课程的骨干教师；打造了一批 STEM教育种子学校，参研学校教育

特色得以发展，育人功能更为全面，深化了科学教育教学改革；同时，家长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得到了提升。

展望：

根据我们的实践，接下来将继续研究如下问题：继续完善已有课程并推进新

的课程开发，探寻 STEM课程常态化实施和推广的机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

STEM教育种子学校和骨干教师。让 STEM教育面向县域内所有学校、所有学生、

所有教师。让 STEM课程能在所有学校得到实施，所有教师能参与 STEM教育，

所有学生能享受到更为优质的 STEM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