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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背景

（一）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课程建设

社团建设

工作坊建设

科学研究

辐射带动

展示交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



（三）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二、C-STEAM教育的提出及研究进展

●文化传承导向+多学科知识与思维方式

●文化情境+活动体验

C-STEAM的提出者詹泽慧教授受香港教育大学邀请做讲座分享



C-STEAM教育理念

本土化STEAM教育

C-STEAM教育中的C，即Culture，是指以文化传承为目标导向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家国情怀为核心价值观导向

构建传统文化的知识和技能体系,通过参与式的项目加深文化体验

形成以文化产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促进传统文化传播的良性循环

华南师范大学 詹泽慧

[1] 詹泽慧,李彦刚,高瑞翔.文化本位的跨学科学习：STEAM教育本土化的一种重要途径[J].中国电化教育,2022,(01):95-104.
[2]詹泽慧,钟柏昌,霍丽名等.面向文化传承的学科融合教育(C-STEAM)：价值定位与分类框架[J].中国电化教育,2020,(03):69-76.



C-STEAM项目设计6C模式

●对C-STEAM课程设计脉络进行了梳理，构建了C-STEAM项目设计6C模式。6C对应C-

STEAM项目的6个环节（由首字母为C的六个词组构成）

文化情境感知（Contextual Experience，C1）

文化内涵理解（Connotation Comprehens ion，C2）

文化特征探究（Characterist ic Inquiry，C3）

文化制品创作（Create Artifact，C4）

联系社会推广（Connect Society，C5）

总结评价反思（Conclus ive Reflection，C6）

[3]Zhan,Z.,Ma,S.,Li,W.,Shen,W.,Huo,L.,& Yao,X.(2021).Effect of “6C”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on students’ STEAM competency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literacy in a dragon boat C-STEAM course[C]// 2021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E-Learning (ICEEL 2021).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New York: 229-236.



C-STEAM教育：面向文化传承的学科融合教育

起点：创设传统文化情境（教师）

学习：文化内涵理解（学生）

探究：文化特征（师生）

创作：文化制品（师生）

推广：作品展示（师生、他人）

反思：总结+评价（师生）



引导课：文化情境感知+文化内涵理解

探究课：文化特征探究+文化制品创作

展评课：联系社会推广+总结评价反思

通过6C模型进行反思

文化情景感知
C1

文化内涵理解
C2

文化特征探究
C3

文化制品创作
C4

联系社会推广
C5

总结评价反思
C6

 真实情境感受
与体验

 学生发现、提
出问题

 小组合作制定
计划

 基础阅读
 文化观摩
 技艺训练

 社会调查
 问卷
 访谈
 科学实验
 设计实验
 验证问题假设

 设计
 创意设计
 设计方案
 操作
 反复调试
 修改定型

 作品展览
 文艺汇演
 公益报告

 总结
 整体回顾
 重新梳理
 温故知新
 评价
 总结性评价
 自评与他评
 反思



Sequence Project

Information Standardized

序列化
课程与教学设计的序列化

信息化
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

项目化
文化知识与项目情境有机融合

标准化
课程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标准

三、C-STEAM教育学校发展的四个向度

（黄菊，华夏教育电子刊发表）



（一）课程与教学设计的序列化

课程目标：教学拆解与重构

课程规划：课程过程性规划

课程地图：在实践中优化课程

文化（C） 科学(S) 技术(T) 工程(E) 艺术(A) 数学(M)

知识

鼓楼建筑的
历史；鼓楼
的特征与功
能

鼓楼的物理构造低
碳材料的比较木构
建筑的受力木构零
件的制作

木工制作技术榫
卯制作技艺绘图
设计技术建筑营
造技术

选址与施工能力
设计与实施能力
选材与搭建能力
测试与评估能力

传统建筑赏析
鼓楼形制设计
成品细节设计
鼓楼创意设计
建筑作品交流

数据测量与计算受
力分析与预测数理
空间知识财经知识
素养

能力与素养
实地考察能力空间
思维能力测量计算
能力设计实验能力

木工切割能力榫
卯制作能力设计
能力装配能力

设计实施能力动
手制作能力低碳
营造能力工程评
价素养

阅读赏析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设计创新能力
鉴赏交流能力

数据测量与计算能
力数据分析与处理
能力数学抽象与空
间思维数学建模与
逻辑推理

知识、能力与素养目标分析表
例



课程规划：课程过程性规划

课前准备阶段

提出C-STEAM教学主题

课中开展阶段 课后提升阶段

基地

教学主题亮化

教学案例细化

教学任务活化

教学评价量化

遴选C-STEAM教学案例

设计C-STEAM教学框架

分解C-STEAM教学任务

模拟C-STEAM教学活动

制定C-STEAM评价量表

C1：文化情境感知

C2 ：文化内涵理解

C3 ：文化
特征探究

C4 ：文化
制品制作

C5 ：联系社会展示

C6 ：总结交流提升

需 知

需 做

深
化
感
知

深
化
感
知

创意
激发

产品
制作

展示
推广

创
造
性
思
维

创
新
性
思
维

实践探究 深化感知 进阶生成 优化提升顶层设计

高 阶 方 向
过程

结
果

（易远铨，黄菊整理）



课程地图：在实践中优化课程

C-STEAM课程地图

文化知识

产品结构 科学（人文）知识 模型制作技术（STEAM）

产品解说 产品优化

社区展示 多元评价 学习反思

引导课

探究课

展评课

产品制作

 要素拆解 问题/项目提出

注：课程地图（Curriculum Mapping）作为学校课程开发整合与规划管理的工具性概念，其本质上是一种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的
课程体系设计理念与方法。



（二）文化知识与项目情境有机融合

项目情境化

项目设计流程化

项目成果展现多元化



●传统文化

民族历史上观念意识形态的集合体

民族的历史遗产照进当代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是有利于推动当代社会发展和进步、长期发挥正能量的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生成、发展的

历史脉络来看，它是中国人创造的，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

长期以来在不断满足中国人民精神需要和自身文化发展需求中形成的产物。

(1)项目情境化



（2）项目设计流程化

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



（3）项目成果展现多元化



（三）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

学生资讯素养教师资讯素养

智慧工具使用 产品的科技元素

01 02

0304

 信息获取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基于网络的教学设计能力
 网络环境下的课堂驾驭能力
 信息时代的学习评价能力

 确认资讯
 检索及寻获资讯
 组织及整理资讯
 使用及创造资讯
 评估的能力

 数字资源平台
 在线教育平台
 智能题库系统
 数据分析工具
 移动应用程序
 智慧教室互动系统
 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系统

 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
 人工智能（AI）



（四）学生学习成果的多元评价

●教学对标指引

●学与教一致性

●学生学习成果标准

课程指引

学习成果学与教



六维三阶評量準則

（五）学生学习成果的多元评价

维度 学习目标
学习任务 学习表现

重点 模式 初级表现 一般表现 满意表现

文化情境感知

文化内涵理解

文化特征探究

文化制品创作

联系社会推广

总结评价反思



四、C-STEAM教育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 案例二



廣西侗族鼓樓營造技藝延

續性轉化實踐

低碳建築設計：



木質的詩篇——侗族鼓樓

鼓樓下高歌——營造技藝

低碳的延續——建築設計

目

錄



木質的詩篇
——侗族鼓樓

PART 01



減碳、固碳的生態效益

（1）木質的詩篇——侗族鼓樓

城鄉宜居的綠色環境

室內空氣與溫、濕度調節

年 月 日，侗族木結構建築營造技藝經國務院

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中國幾千年的建築歷史長河中，永遠繞不開木制營

造。木結構建築一直是中國人起居生活中最深情的

依託。中國的木結構建築，歷經長時間發展已塑造

出自身獨特的展現方式。



（1）木質的詩篇——侗族鼓樓

廣西三江侗寨鼓樓

鼓樓是侗族地區特有的一種

公共建築物，是侗寨的標誌，

因樓內放置一個齊心鼓，所

以被稱為鼓樓。

低碳木結構建築：

侗族鼓樓



（1）木質的詩篇——侗族鼓樓

鼓樓底部一般呈方形，少數呈六邊形，內設四根粗壯的杉木主柱貫

通至頂，底層的中央是一個或方或圓的大火塘，邊柱四周設有欄杆座

椅，可容納百餘人歇坐聚會。中部則重簷密迭、層層而上，氣勢雄偉。

簷板上繪有反映侗族風土人情的彩繪紋樣。鼓樓寶頂平臺上放置牛皮

大鼓，寨中有事召集大家時，由後生攀頂敲擊此鼓，寶頂部分常處理

成喇叭造型，並形成鏤空工藝的寶頂斗拱，利於聲音的傳播。

鼓樓整個建造過程，全憑掌墨師傅依借一根丈杆、一把直尺、一個

墨鬥盒，指揮木匠工人將成百上千錯綜複雜的木梁、柱、椽、枋、板

等材料銜接起來，屬於全木建築，結構嚴密堅固，可達數百年不朽不

斜，充分反映了工匠的科學思維和高超技術。

“有寨必有鼓樓” “建寨必先建鼓樓”



固碳儲碳

迴圈利用

減少垃圾

低碳節能

木質侗族鼓樓的低碳特性
天然固碳

木材可吸收 二氧化碳。

碳排放量低

據研究，使用 木材代替 混凝土、石材或磚材，平

均減少 至 二氧化碳的排放。

加工能耗低

木質建材、鋼材、混凝土在加工製造過程中的能源消耗分別

為 、 、 。

碳儲存庫

木結構可以有效儲碳，被譽為城市的“第二森林”。

碳匯補充

形成木質結構建築碳匯，補充陸地碳儲存。

（1）木質的詩篇——侗族鼓樓



 鼓樓作為侗寨最顯著的一處公共建築，它承擔

著什麼樣的社會功能（ 分）

 侗族鼓樓建築從哪些方面體現了它的高超營造

技藝（ 分）

 請分析，木質結構建築如何體現了低碳設計理

念（ 分）

（1）木質的詩篇——侗族鼓樓



鼓樓作為侗族特有的建築形式，是侗族村寨的文化符號，是技術、藝術、功能和

美學的有機結合體。它的文化特徵、藝術成就、功能價值與建造智慧又在哪些細

節得到體現和展示呢？請任選以下一個相關版塊進行組內討論。

建築形象 社會功能

裝飾特色 數字崇拜

構造技巧 文化底蘊

（1）木質的詩篇——侗族鼓樓



鼓樓作為侗族特有的建築形式，是侗族村寨的文化符號，是技術、藝術、功能和

美學的有機結合體。它的文化特徵、藝術成就、功能價值與建造智慧又在哪些細

節得到體現和展示呢？請任選以下一個相關版塊進行組內討論。

（1）木質的詩篇——侗族鼓樓

 題目

 發展歷史

 具體體現

 結論

 參考文獻資料（書籍、論文或網址）

研究報告



鼓樓下高歌
——營造技藝

PART 02



鼓樓平面與立面的數字崇拜及造型

鼓樓下高歌——營造技藝



鼓樓的裝飾及其藝術韻味

鼓樓下高歌——營造技藝

體現了低碳設計理念



鼓樓的營造技藝

 觀看視頻《侗族木構建築營造技藝》

鏈接：

 觀看視頻《愛上非遺丨第 期：穿榫立枋崢嶸在斜陽風雨矗百年》

鏈接：

鼓樓下高歌——營造技藝

活動：

 鼓樓的設計和文化元素有什麼精巧之處？（ 分）

 大家都知道侗族鼓樓的建造全程使用木材，它對環境的積極影響在於哪些方面（ 分）

 根據模型，分辨雷公柱、主承柱、簷柱等主體架構及鑿榫、排枋等木構件（ 分）

 侗族鼓樓在建築形態、裝飾符號方面都有什麼文化內涵與藝術價值？（ 分）



低碳的延續
——建築設計

PART 03



固碳儲碳

迴圈利用

減少垃圾

低碳節能

《建材行業碳達峰實施方案》：在構建綠色建材產品體

系中把木竹等產品碳排放指標納入綠色建材標準體系。

低碳的延續——建築設計



低
碳
建
築
的
設
計

環保材料：

節能技術：

施工工藝：

建築物的朝向、遮陽、採光、通風……

屋頂、立面、牆窗……

設計工藝、利用效率、節能程度……

低碳的延續——建築設計



個性化創新構件製作
技藝或設計說明

低碳理念的設計
與呈現

侗族鼓樓的整體
搭建模型

核心構件的製作技藝
說明與模型

低碳建築設計：製作侗族鼓樓模型或创新产品

低碳的延續——建築設計



低碳的延續——建築設計



低碳的延續——建築設計



低碳的延續——建築設計



低碳的延續——评价与反思

一级
指标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赋分

1.节能
（4分）

减少建筑能耗需求
减少对供暖、通风、供冷、照明、生活热水、插座、炊
事能耗

提高能源系统效率
加强对外墙、屋顶、外窗、幕墙等结构部位的传热、采
光利用

开发利用新能源
太阳能、地热能、水能、风能等非化石和清洁能源的开
发利用

2.节水
（3分）

减少用水耗量 节水器具推广应用

提高用水效率 再生利用、中水回用、雨水回灌、污水处理

防止用水漏损 降低管网泄露、降低管网储量

3.节地
（4分）

提高土地利用率 平面节地、立体节地、时间节地

提高空间利用率 内嵌空间的利用、外延空间的拓展

旧建筑循环利用 适应性再利用、持续性再循环、改造性再提升

原生态环境利用 基础生态与园林绿化、绿地面积与建筑占比

一级
指标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赋分

4.节材
（4分）

建筑设计节材 使用绿色建材

建筑施工节材 降低工程机械能耗、减少非工程实体材料用量

建筑应用节材 提高建筑材料利用率

建筑垃圾利用 废弃建材与包装物的可回收与再利用

5.人居
环境

（5分）

化学污染 化学污染物

生物污染 生物污染条件

放射污染 放射污染环境

声光热环境 自然通风、自然采光、隔音降噪

景观绿化 生态共享与环境调节

合计（20分）

低碳建築评价表



低碳的延續——评价与反思

维度 学习目标 学习任务
学习表现

初级表现 一般表现 满意表现

C1 文化情境感知
了解侗族鼓楼基本知识（历史发展、
营造技艺、低碳理念）

能根据图文简单说出广西侗族鼓
楼的历史发展或低碳体现

能根据图文材料说出广西侗族鼓
楼的历史发展成就与低碳设计理
念体现

能结合材料说出广西侗族鼓楼的营造
技艺，介绍侗族鼓楼的历史成就与低
碳设计体现

C2 文化内涵理解
感知、理解和挖掘侗族鼓楼文化特征
与文化内涵（鼓楼造型、构造细节、
衍生历史、文化雕饰）

能根据图文处1-3处侗族鼓楼的
细节造型、文化雕饰

能根据图文材料辨认3-5处侗族鼓
楼的构件与文化雕饰，能简单说
出它的知道其衍生与发展历史

能够根据图文材料说出3-5处侗族鼓楼
建筑与其他聚落建筑在造型、雕饰、
构件的一致性与独特性，能介绍侗族
鼓楼的发展历史

C3 文化特征探究
结合侗族鼓楼文化特征与文化内涵，
设计、创新和制作鼓楼模型与文化制
品

能够通过查找资料收集侗族鼓楼
有关资料，提炼鼓楼的文化特征
；能简单制作榫卯等木构件

能够通过查找资料、社会调查等
方式收集侗族鼓楼文化制品资料
，提炼和总结鼓楼文化特征；能
遴选简易、低碳的材料设计制作
雷公柱等简易鼓楼构件

能够采用调查、访谈、实地观摩等方
式研究侗族鼓楼文化研究中的问题，
并探讨侗族鼓楼的文化特征及其背后
的历史渊源；能够使用低碳材料制作
鼓楼主体架构及木构件

C4 文化制品创作
使用美工工具或计算机软件，绘制鼓
楼相关设计图与模型图，学会使用工
具制作个性化鼓楼文化制品

能使用简易美工工具模仿或重现
鼓楼相关模型图；能拼接鼓楼模
型与文化制品

能使用美工工具或计算机软件设
计并美化鼓楼相关模型图；在鼓
楼模型与文化制品制作上有一定
的低碳理念呈现与创新设计

能使用美工工具或计算机软件绘制兼
具美观性与可操性的鼓楼设计图；能
根据设计选用低碳材料完成个性化鼓
楼文化制品制作，兼具美观性、低碳
性与创新性

C5 联系社会推广
学会设计、制作创意作品图和海报并
组织社会展览和参观

能结合鼓楼营造技艺相关知识，
运用美术工艺设计作品和海报；
能在同伴交流与师生交流中进行
多次改进

能运用信息技术和各级美术工艺
设计侗族鼓楼核心形象作品图和
海报，并撰写低碳设计意图和个
性化设计说明；能积极征集同伴
和教师的意见，完善整体设计方
案，有积极性改进和个性化微创
新

能结合侗族鼓楼营造技艺，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和各类美术工艺设计形象图
和海报，并进行100人以上的推介交流
；能吸纳社会反馈意见并作出积极性
改进和个性化创新，改进后专业评价
和公众反馈效果良好

C6 总结评价反思
学会在组织、参与和开展小组合作，
学会进行自我评价和反思

能在教师和小组指导下参与开展
小组合作，能在项目后期阶段梳
理在小组合作中的收获、感悟与
不足

参与开展小组合作，能够说出自
己在学科知识、阶段任务中的收
获、感悟与不足，并提出进一步
改进计划

参与或引领小组合作，能针对知识、
任务、课程、能力等开展自我反思与
小组评价；能理解和感悟低碳建筑设
计课程的实践意义；能优化前置作业
与作品



阶段性思考

大坑舞火龙STEAM設計



大坑舞火龙C-STEAM项目教学目标分解

维度 文化（C） 科学（S） 科技（T） 工程（E） 艺术（A） 数学（M）

知识 舞火龙文化特征
舞火龙文化内涵

木（环保材料）
制品的制作
龙结构的物理构
造

切割技术
龙支架搭建
传感器技术
（花灯）
编程技术

任务
计划
测试
设计

舞火龙历史故事
龙与舞龙人的外
形设计
设计创意图
作品展示欣赏

作品比例
支架受力

能力与态度 文化理解
与传承素养
·文化理解
·文化认同
·文化践行

空间思维能力
实地考察能力
记录测量能力
设计实验能力

切割能力
电子技术设计
装配能力
编程设计能力

设计图绘画能力
动手制作能力

阅读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设计与绘画能力
鉴赏能力
分享交流能力

记录测量力
数据分析与
处理能力



引导课 探究课 展评课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第三课时 第四课时

 传统文化
 因素提取
 提出问题
 创新设计

 小组讨论
 解决难题
 产品制作

 小组评价
 产品优化
 产品说明

 产品展示
 社会评价

课程计划

项目
小组

项目
预期成果

使用
材料

项目
时间

小组
成员

项目
分工

遇到
困难

解决
方法

教师
建议

1
舞火龙
模型

橡皮泥 2024年1-3月 *同学 模型

2
舞火龙花车 橡皮泥；

小车
2024年1-3月 *同学 花车

项目式设计流程化：小组计划

（ ）小组
解决问题/项目

查阅
资料

具体
计划

完成
时间

指导

*同学 舞龙人模型
 舞龙人外形
 舞龙人动作形态

1周
2周

/  / *教师
*教师



创设情境（视频、图片、文本）

例如

（文本信息提取） 活动在中秋节前后三个晚上举行。大坑的居民每年都扎做新的火龙，农历八月十

四晚上在供奉观音的莲花宫内为火龙进行开光仪式。之后连续三个晚上以顺时针方向巡游大坑的所有

街道。八月十六晚上举行“游大运”仪式，火龙沿逆时针方向巡游社区一周，火龙在莲花宫点睛开光，

穿梭于大坑区内的浣纱街、安庶庇街、新村街和铜锣湾道。村民们舞动着插满龙香的巨型龙珠，引领

一条长约67米的龙身在大街小巷内飞舞翻腾，更有壮汉跟随火龙敲打龙鼓，平日安静的街道变得火光

闪耀热闹非凡。除龙头龙尾外，龙身分为32节，由珍珠草扎成，插满长寿香，由300多人轮流舞动。火

龙表演结束，居民会将火龙身上的龙香分派给围观者，据说拿到龙香的人将会好运临头。 然后舞到海

边，将之投入海中，称为“龙归天”。 （百度百科）

情境材料选择决定学生创意深度、广度



元素提取

活动在中秋节前后三个晚上举行。大坑的居民每年都扎做新的火龙，农历八

月十四晚上在供奉观音的莲花宫内为火龙进行开光仪式。之后连续三个晚上以顺时针

方向巡游大坑的所有街道。八月十六晚上举行“游大运”仪式，火龙沿逆时针方向巡

游社区一周，火龙在莲花宫点睛开光，穿梭于大坑区内的浣纱街、安庶庇街、新村街

和铜锣湾道。村民们舞动着插满龙香的巨型龙珠，引领一条长约67米的龙身在大街小

巷内飞舞翻腾，更有壮汉跟随火龙敲打龙鼓，平日安静的街道变得火光闪耀热闹非凡。

除龙头龙尾外，龙身分为32节，由珍珠草扎成，插满长寿香，由300多人轮流舞动。

火龙表演结束，居民会将火龙身上的龙香分派给围观者，据说拿到龙香的人将会好运

临头。 然后舞到海边，将之投入海中，称为“龙归天”。



元素归类整理

 时间：中秋节；八月十四晚上在供奉观音的莲花宫内为火龙进行开光仪式

 地点：大坑；穿梭于大坑区内的浣纱街、安庶庇街、新村街和铜锣湾道

 火龙结构：龙头；龙尾；龙身32节；由珍珠草扎成；插满长寿香；

点睛开光插满龙香；巨型龙珠；随火龙敲打龙鼓

 参与人员：由300多人轮流舞动

 游行方式：顺时针巡游；逆时针巡游；火龙表演结束，居民会将火龙身上的龙香

分派给围观者；然后舞到海边，将之投入海中，称为“龙归天”。



佛山市禅城区澜石小学教学案例



跨地域教研活动经验

九龙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学学生作品

佛山市禅城区澜石小学学生作品



反 思

 香港学校越来越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校本课程开发

 文化的选择不一定受地域限制，结合校情选择适合的

 同样的主题可以有不一样的发挥，创科元素加入是难点

 多校协助、高校支持、课程支援是STEAM教育的动力

 教师转变身份，作为课程的领导者，带领学生探究



参与C-STEAM可对接的活动
文化本位的跨学科学习（C-STEAM）工作坊

教育技术管理国际会议中文跨学科论坛暨粤港澳大湾区C-STEAM教育协同创新

项目（CS-GBC）

粤港澳促进STEM教育大会

教育技术相关国际会议（ ICDEL/ICETM会议，论文EI检索）



小 结

开发文化传承课程，培植文化土壤

开展体验式文化活动，唤醒文化基因

创新智慧化多元推广，探索家校共育

传统文化教育与多媒体深度融合，在线学习资源和互动交流平台

加强家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学校组织亲子活动促进协同共育

传统文化课程是引领学生探寻文化之根、感受中华文明之魂的重要途径

学校积极开发面向文化传承的STEAM课程教育

学校开展体验式的文化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

组织师生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实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教育



黄菊

内地协作教师

25/1/2024

谢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