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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塑说本草”拓展性课程从学生实际出发，聚焦美术学科与中医药文化的融合，从本草文化、材料特征等多方面入手，以知识扩充

为目标，立体造型作品为途径，提高学生美术表现和创意实践能力的手工课程。笔者从“学、用、拓”三方面展开教学。 

[关键词] 塑说本草；小学美术；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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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学”的策略，改进教法教学  
1.1 明确学什么——聚焦核心 
1.1.1 依据核心素养，搭建科学框架 

根据美术核心素养的“创意实践、审美判断、文化理解、图像识读、

美术表现”原则，课程实施初期，围绕本草元素，结合常见的材料，以
专题形式展开，分为“基础篇”、“探究篇”、“综合篇”。  

1.1.2 依据学情课标，确定教学重难点 

《新课标》指出：“教师要引导学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
和制作过程，丰富学生的视觉、触觉和审美经验。”以新课标为准则，再

结合学情确定教学的重点难点。 

1.2 改变怎么学——注重能力培养  
1.2.1 确定主题，激发兴趣与欲望 

1.2.1.1 以主题选材料 

确定主题以后，引领学生观察和思考本草的特征，寻找生活中常见
的材料，合理利用材料特征塑造本草。 

1.2.1.2 以材料定主题 

教师指定一种材料，引导学生观察材料的的特性，学习材料使用的
基本技法，用同样的材料表现不同的本草内容，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美术

技能和对材料的理解。 

1.2.2 设计活动，突破重点难点 
让学生在活动中，教师学习设计实践活动，参观同仁堂、博物馆，

学生参与种植活动等；设计小组合作活动，使用表格探究，构思设计方

案。  
2 研究“用”的实施，关注能力培养 
2.1 用“查”长知识 

2.1.1 启用网络，寻求新知 
网络上有丰富的学习资料。笔者在上课过程中，给每个学生一台平

板电脑，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使用它来查询疑问。 

2.1.2 巧用微课，提高效率 
微课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2.2 用“做”增技能 

2.2.1 做学生助教，巩固技能 
学生助教团队总结各小组学习报告，提前备课。在教师指导下撰写

教案、修改教案，制作教具，试教、总结等。 

2.2.2 做完整作品，丰富技能 
每节主题课都要求学生做完整的作品，是一次学习成果的展示。独

立制作提高技能和独立思考的方式，合作形式能取长补短，在合作中寻

求发展和创新。 
2.2.3 用“赏”求进步 

2.2.3.1 赏作品 

“赏”即欣赏、观摩。不管是欣赏同学作品还是大师作品；不管是欣
赏图片还是欣赏实物；不管是欣赏半成品还是成品，都是内化的过程。

在欣赏中讨论、评价，学习作品理念、技巧，有利于拓宽思路，培养审

美眼光和创意实践能力。 
2.2.3.2 赏材料 

感受不同材料的特性，利用材料的形状、色彩、光泽、质感、肌理

等特征，让学生观察材料特性，逐步产生深刻的感受与理解，从中感悟
发现材料、利用材料创作作品的喜悦。 

2.2.4 用“评”求自信 

2.2.4.1 评价主体多样化。 

师生互评在课内进行，有助于总结反馈一节课所学；家校互评有助
于考察学生在课外对本草知识学习和材料的收集；利用媒体推送作品，

周边传播。 

2.2.4.2 评价形式多样化 
课程评价可以有课堂小展示、国际“大展示”、课程成果展、校园文

化走廊等。 
3 研究“拓”的策略，提升运用层次  
3.1 利用资源库，丰富内涵 

“塑说本草”课程的欣赏观察还包含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从四

个方面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采取了四个措施：经典留声机、知
识百宝箱、ftp 资源库、本草观察角。 

3.2 利用活动课程，提高眼界 

探究寻实践活动有访类型，有实践操作类型的，有人文研究类型的，
也有体验活动类型的。可以参与种植本草、参观植物园、观看纪录片、

参观同仁堂、制作植物标本等活动。 

3.3 利用学科互通，拓宽思路 
“塑说本草”课程和语文学科、科学学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拓宽课

程的高度和宽度。 
4 实践成效 
4.1 简化了课程的教学内容 

课程的开发，在拓展课程中用到的方法和内容也用到了基础课程中，

促进了基础课程教学。拓展课程有一部分和科学、语文学科的跨学科融
合，使得课程更具生命力。 

4.2 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塑说本草”主要提升学生的美术表现能力和创意实践能力。在实施
中，教师引导学生与他人相互合作，触发了他们积极学习、主动做事的

责任意识。 

4.3 丰富了教师的教学策略 
4.3.1 以“学的基础”定“教的起点”，教学过程更高效 

从学生反应的原有的能力和兴趣，增加或减少某一部分的教学内容，

教学的内容更实用，教学流程更流畅。一切随着学生的变化调整，而不
是根据备课设计一成不变。 

4.3.2 以“学的需要”定“教的内容”，教学资源更生本 

研究实施以来，笔者由原来的只关注教材转向既关注教材，又关注
学生，教学从原来的单一的传授技能向培养核心素养的方向转变。在实

践和反思中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适合学生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4.3.3 以“学的需要”定“教的策略”，教学互动更和谐 
通过实践研究，教学设计更加灵活，对于学生的关注度提高，学生

与老师的课堂互动更加流畅，学生和学生的课堂交流更加有效，课堂成

了双方共同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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