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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化学

幼儿的学习是在生活、游戏活动
中获得经验的过程。这充分体现了幼
儿成长的独特性。 那么，如何利用教
育手段将幼儿的成长独特性充分释
放？江苏省丹阳市胡桥中心幼儿园进
行了尝试。

胡桥中心幼儿园是一所典型的
农村公办幼儿园，依山傍水，充满田
园诗意。 依托丰富的自然乡土资源，
该园开辟了“开心农场”课程实践基
地，通过“以农育德、以农益智、以农
健体、以农养性”4 条路径，因地制宜
地走出了一条适合该园发展的“农文
化”之路。

走进 “开心农场 ”，菜园 、饲养
园、果园、水产园等一应俱全。 菜园
分为班级种植区和亲子种植区 ，种
有大蒜 、山芋 、萝卜 、青菜等农作
物 ，幼儿可以自由观察 、记录 、栽种
和管理 ；家长和孩子到园的第一件
事 ，就是奔向农场看看自己种的蔬
菜长多高多大了 ；饲养园里散养着
鸡 、鸭 、羊 、猪等家禽 ，孩子们经常
和小动物们游戏 ，并用从菜园里摘
来的菜叶喂养它们 ，从而增进对小
动物的了解 ；当秋天来临 ，果园中
的梨树 、橘子树 、石榴树结出丰硕
果实 ，孩子们采摘着 ，兴奋不已 ；水
产园里用腌菜缸 、落水管等养殖金
鱼 、乌龟 、泥鳅等 ，并经常更换养殖
类别 ，孩子们一有空闲 ，就会跑去
看看、说说，乐在其中。

在这里 ，农场环境意味 “浓 ”。
幼儿和教师利用 稻 草 和 树 木 ，设
计出 “开心乐队 ”和 “勤劳耕牛 ”的
艺术造型 ； 用矮木桩排成平衡木
和小凳子 ；用土砖 、鹅卵石等铺设
成田埂 。

在这里 ，农场活动趣味 “浓 ”。
孩子们拔山芋 、运山芋 、洗山芋 、加
工山芋 ， 还把山芋藤做成耳环 、项
链等 。 孩子们还在农场学习种大
蒜 ， 从观察大蒜哪头朝下插入泥
土 ，到怎样等距离排放 、浇水等 ，光
是怎样让自己的小工具挖泥不费
力，他们就想出了许多办法。

在这里 ，农场作物玩味 “浓 ”。
师生充分利用开心农场的农作物
进行室内环境布置 ，他们用狗尾巴
草 、树枝 、秸秆等材料装饰班级活
动室和廊道 。 利用果实 、果壳等农
村随处可见 、可采的东西作为区域
活动的操作材料 ，如科学区域的树
叶分类 、麦杆吹泡泡 、自制动物标
本 ；美术区域的树叶粘贴 、芦苇贴
画 、穿麦杆等 ，每一面墙都成了自
然的写照 。

在这里 ，农场课堂农味 “浓 ”。
“开心农场 ” 作为胡桥幼儿园的课
程实践基地 ，真正做到了把 “教室
搬到农场”，让“生活成为课程”。 一
天的活动都以“农味”贯穿。 在区域
活动中 ，为幼儿提供树枝 、稻草 、花
生皮等乡土材料 ， 供幼儿编织 、粘
贴 ，还提供石磨 、小纺车等器具让
孩子亲自尝试 ； 在语言活动中 ，组
织幼儿到 “开心农场 ”观察农作物 ，
并说出自己每天的发现 ；在科学活
动中 ， 组织幼儿开展实践活动 ，如
丈量土地 、比较农作物等 ；在音乐
活动中 ，学唱有关农业 、植物和劳
动的歌曲 ， 自编相关的文艺节目 ；
在美术活动中 ，组织幼儿到 “开心
小农场 ”开展写生 、制作叶贴画等
活动……

在家园活动中 ，以 “开心农场 ”
为实践基地 ，因地制宜选择贴近孩
子生活的内容 ， 利用农场作物 ，家
长 、幼儿 、教师形成合力 ，共同创设
趣味十足的 “农家乐 ”， 用一份播
种，收获百份成长。

生活即教育，田园皆课程。如今，
胡桥中心幼儿园已经依托 “开心农
场”，在独特的“农文化”特色之路上
越走越宽，越走越丰厚。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丹阳市教育局）

幼儿实践农味“浓”
□朱丽云

课改叙事

课程简介

以国际理解教育为大背景，将“食品
与化学”作为课题。 通过社会调查、实验探
究等活动，培养学生全面分析问题的习惯
和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期望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做到积极参与、分享观点，以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交流表达的能力；期望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激发学生的食品安全
意识，为健康生活打下基础；期望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改变大家对化学普
遍存在的偏见和误解。

背景分析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人们普
遍将矛头指向化学，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化学对人类生活所起
的作用，去化学“妖魔化”。

高二的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大部分
的高中化学基础知识，有一定的实验操作
能力。 课程内容的选择必须是学生感兴趣
的， 才能使其积极参与到课程学习中来；
课程的难度应充分考虑学生已有的学习
经验，并初步获得新的经验；课程的实践
必须考虑学生的时间， 尽可能在课上完
成，不占用课余时间，不影响基础学习。

本课程涉及学生实验、 资料查询、视
频欣赏、问卷调查等，需要相关硬件设备
的支持及人员的协作。

课程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在原有化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了

解与饮食有关的部分营养学知识。
学会通过观察和记录相关实验现象，

探测部分食品中的成分，并对其做适当的
定性及定量检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学科间相互
渗透的关系。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逐步养成自主学习能力及对学习内

容、过程和方法的反思能力。
学会在学习中自我评价、 相互评价，

学会自我改进和相互促进。
能在学习过程中开展师生间、同学间

的交流与合作，表达思想，在合作中培养
尊重他人的品质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初步具有收集、选择、加工信息、运用
学习工具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初步了解与食品有关的化学问题，激

发探究的好奇心。
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 科学饮食、健

康生活。
辩证地看待化学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
科学精神。

学习主题/活动安排

本课程将考虑课程实施时的气候情
况，分为 4 个单元开展学习。

9 月尚处夏季，气候炎热，学生热衷于
喝各种各样的饮料。 结合这一情况，本课
程将开展单元一：今天喝什么。

第 1 周：班级分组，分头行动。 各小组

成员分头完成以下任务： 调查饮料的类
型、品牌、成分、售价、销售量等；去电脑阅
览室查询饮料中的化学知识；设计作品展
示成果。

第 2 周：汇报交流上周的收获。 教师
总结归纳饮料的常见分类、主要成分及功
能， 介绍世界三大饮料———茶、 咖啡、可
可，指出其背后隐藏的化学知识及透射出
的文化差异。

第 3 周 ： 学生实验 。 在教师指导
下 ， 学生选择合适的氧化剂对果汁饮
料中的维生素进行定性检验 ， 运用滴
定法对果汁饮料中的维生素进行定量
测定 。

第 4 周： 观赏视频片段———东方卫
视节目 《双城记 》之 “毒塑风暴 ”，看专家
当场调制柠檬汁 、奶茶 、草莓果酱等 ；学
生交流观后感， 教师适时指导学生恰当
地选择饮料。

金秋 10 月，进入水稻收割、小麦播种
的时节。 米和面是人类的主食。 这个月将
开展单元二：主食的诱惑。

第 5 周：观赏视频片段———央视《舌
尖上的中国》之“主食的故事”；师生互动，
讨论主食与人体健康、如何选购无有害添
加剂的米、面。

第 6 周：学生实验：土豆制浆糊，土豆
制面筋。 完成实验报告。

第 7 周：学生实验：我也来酿酒。 完成
实验报告。

第 8 周：分享实验成果，品尝自制的
甜酒酿。 教师讲述主食及加工过程中涉及
的化学知识。 讨论不同地区人们主食选择
的差异及原因，同时引导学生尊重他人的
饮食习惯。

11 月，秋意浓，农民们体会丰收的喜
悦，“吃货们”享受季节的馈赠。 这个月将
开展单元三：调出美味来。

第 9 周：寻找甜蜜的滋味。 学生利用
课余时间去超市调查、搜集各种糖，课上
交流总结糖的分类及常见的甜味剂。 教师
讲述糖分对人体的影响。

第 10 周：探究炒洋葱为什么有甜味。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家炒一盘洋葱并品
尝，思考为什么炒熟的洋葱有甜味。 提出
假设、设计实验、验证假设、得出结论，体
会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

第 11 周：醋的妙用。查找资料，了解
醋的历史及各国的醋文化。 从化学的角
度阐述生活中 “一醋解千愁 ”的原理 ，如
为什么吃蟹宜蘸醋； 烧鱼时加点醋和酒
会更香等。

第 12 周： 盐的奥秘。 教师借助 PPT
介绍盐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盐对人体的
作用以及食盐为什么要加碘，并倡导大家
低盐清淡饮食。 学生实验：加碘食盐中碘
的检验。

12 月，近岁末，圣诞、元旦及春节接踵
而来。 人们习惯于用盛宴庆祝节日，犒劳
忙碌了一年的家人。 这个月将开展单元
四：烹出健康来。

第 13 周：炒菜的学问。 学生周末回
家协助妈妈做一顿晚餐， 记录烹饪的方
式，比较菜肴的口感，体会实验步骤和手
段的不同对实验结果产生的差异。 课上
交流分享做菜体会； 教师介绍常见的烹
饪方式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师生共话东
西方国家常用的烹饪方式， 评选健康烹
饪方式“排行榜”。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中学）

课程图纸
十大高中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学科项目式学习的课
程方案什么样？ 上海市浦
东新区南汇中学把化学与
生活相结合， 以主题学习
推进，拓展课程维度，深化
课程内涵。

李希贵 ： 开设
课程之前最重要的
是定位。 比如数学

课按难度分班，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
程度选择相应的班。 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
划片招生中有一些学生可能永远也学不好
数学， 但他们可能在艺术等其他方面表现
优秀；另外，给一些有特点的学生开设一对
一课程。 我们希望让孩子有一段愉快的学
习时光，帮助这些孩子获得自信。

李振村 ： 课程设置不一定要遵照传

统，可以把一年级的拼音课程“后置 ”；也
可以把各个学科串起来学习。 比如，在专
题学习中 ，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学科融
合方式，其最核心的就是淡化学科概念 。
一年级的孩子入学 ， 我们不告诉他们语
文 、数学 、英文这些概念 ，我们尝试把学
科融合在一起。

谢维和： 一所学校课程的整体性优化
要打破那些已经僵化的不同学科之间的边
界， 使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能够将不同学
科、书本经验和社会经验很好地贯通起来，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让各学科风马
牛不相及。

王枬：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把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增强国力、 积蓄未来国
际竞争力的战略措施加以推行。 通过改革
基础教育课程， 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
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推进课程改革，
就是推进素质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就应该
以课程改革为载体。

王旭明：无论课程怎么改革，学生的学

习永远是个艰苦的过程，相对于待着、玩耍
来讲，学习不等于玩耍。 因此，有一种理论
认为可以非常轻松、快乐地学习。这当然是
相对轻松、快乐，因为和待着、聊天相比，学
习永远达不到那样的快乐。

刘坚 ：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校园
内传统的学术性课程，与艺术体育课程 、
技术类课程 、 社会实践课程之间的冲突
与矛盾将会进一步暴露且加剧 。 评价改
革是教育改革中专业化程度要求最高 、
改革成效最为缓慢的一个领域 。 它的推

动既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 也需要经
常性、 制度化的经费投入和全方位的专
业支撑和持之以恒。

刘宝剑：课程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
可能完全“推倒重来”，需要的是看准方向和
坚定信念。 高中新课改“最要害”的变化是学
生自主选课。 我们应当积极去做的是：让学
生尝试按自己的意愿来选课， 探索有利于
学生选课的“走班制”教学模式，综合实践
活动落到实处。

（陈佳邑 辑）

微语录

课型：高二化学拓展课程 开发教师：吴春丽

创意课程

瓦楞纸板画课程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第

二小学以“用纸板演绎生
活， 让快乐充满童心”和
“创新 、低碳 、环保 、可持
续发展 ” 双重理念为引
领，全面打造瓦楞纸板画
校本课程。

课程将环保与美育、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有机整合，涵盖了思维训
练、形式训练、基础训练、
技法训练等四大主题，融
合撕 、拼 、剪 、贴 、刻等多
种技法于一身，让每个学
生在体会创新乐趣的同
时，感悟美育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