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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標將跨學科的思想和行動融入每一門課程。教育部教材局局長田慧生明確表示，新
課標將圍繞發展學生核心素養，精選和設計課程內容，設置“跨學科主題”學習活動，
佔本學科總課時的10%，強化學科間的相互關聯，增強課程的綜合性和實踐性。可以說，
新課標背景下，跨學科學習正從“個性化、特色化”走向“標準化、大眾化”。

1.課程背景和意義





地方特色課程是國家課程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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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特色課程補充為校本課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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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是中國傳統醫學的一種形式，其歷
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中醫學的主要目
標是維持和恢復身體的平衡和健康，強調
整體觀念，以及個體的獨特性和環境的影
響。

1. 弘揚傳統文化：
2. 培養中小學生健康意識：
3. 培養中小學生綜合素質：
4. 豐富教育內容：
5. 培養中醫的後備人才



地方特色中醫藥課程的價值
和目標 課程價值

增強學生的文化自信和傳統文化認同：提高學生的中醫藥文化知識素養：增強學生的健康
意識和能力。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課程體系：建立地方特點、具有時代內涵和國際視野的
課程體系，提高課程品質和教育發展水準。符合《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

全面
发展
的人

學會學習
健康生活

人文底蘊
科學精神

責任擔當
實踐創新



學教策略

評估素養

學校層面設計
專業團隊支援

（跨校）

中醫藥文化課程

課程領導

課程發展

共同備課

觀課

學校探訪

分享會

工作坊課程規劃

學科融合設計

學教活動規劃

學校現況檢視

共通能力培養

協作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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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和實施要求

目標的設定

師資隊伍建設

教學設計

資源的選擇

評價體系建立

課程的目的、內容
和學習要求，進而
把教育教學和地方
文化相聯繫起來

國家觀念、民族感
情、國民身份認同、
價值觀

本地區的優勢
文化內容和特
點，選擇優秀
的教材和教學
資源，以適應
學生的學習需
求和能力等多
方面因素。

講解，演示，
實踐，體驗不
同的教學方式，
注重啟發式教
學、實踐性教
學以及綜合性
教學

培訓教師掌握與當
地文化和中醫藥文
化的相關知識；同
時鼓勵教師進行實
踐探究等活動，促
進教學品質的提高

建立有效的評
價體系，對學
生的知識掌握
和實踐能力進
行全面評價。

2.特色課程的設計



教育部的指引

目标 内容 实施 评价



學校校本課程基本模式指引

探究中藥植物栽培與營養監測
（校本課程）

課程綱要
（東莞市橫瀝中學校本課程用書）

探究中藥植物栽培 與營養監測
（校本課程）

教師用書
（東莞市橫瀝中學校本課程用書）

探究中藥植物栽培與營養監測

（校本課程）

學生用書
（東莞市橫瀝中學校本課程用書）

目標 內容 實施 評價 課程概述 課程導引教學反思教學評價教學流程 探究內容 評價測評

課改
政策
要求
意見
課標
教材

學校
辦學
理念
育人
目標

課程
發展
基礎
優勢
問題
方向

課程
背景
方向
大綱
要求

教學
模式
教學
設計
策略

考核
方法
評價
模式
評價
工具

課程
引入
教學
內容
概述

課程
探究
學習
內容

評價
回饋
知識
拓展

參照教育部未來課程大賽設計



線上線下結合

豐富多樣的線上學習資源：

視頻、音頻、圖片、試題、
課件、知識重難點

甚至一切數字對象

移動互聯：
“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
“線下資源與線上資源”
“課堂教學與課後教學”

教師隨時添加線上
資源學生隨時添加
線上資源 討論、
評測、學習分析

+學科教學融合
模式

資訊科技為代表的
學科融合教學模式

教學模式
創新

參與者的
成就感

資源的層次性、再生性



課程簡介
中醫藥主題研學

中醫藥基地實踐

課程設置及要求

1.設置分為基礎課和專業課。
2.基礎普及課包括中醫常識課、體驗課、
以及其他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類融合基礎課。

3.專業課包括專業STEAM方向中醫課和專業
AI拓展課，

4.專業課教學的重要內容，含校內外中醫學
研學基地學習、創意設計等多種形式。

基礎探究課

1. 中藥識別
2. 診斷法

中
藥
基
礎
課

AI

探
究
跨
學
科
課

跨
學
科
︵
技
能
︶
方
向
課

1.中藥植物在不同節
氣回合中的生長情況
和生理需求
2.設計栽培方案
3.設計檢測方案

探
究
核
心
能
力
培
養

價值觀課程內容

1. 中醫來源

2. 藥用動物養殖技術
3. 食用菌生產與加工
4.觀賞植物鑒賞與栽
培
5. 中藥資源調查技術
6. 實用資料統計分析
7. AI中醫學的發展

中
醫
學
診
斷
法

中
醫
學
經
典

中
醫
藥
藥
材
識
別

兒
科
中
醫

入
門
中
醫

藥
性
原
理

藥
材
標
準

源
於
動
物
的
藥
材

源
於
植
物
的
藥
材

藥
材
標
準

中
醫
歷
史

探究中藥植物栽培
與營養監測

中藥配方設計與
製藥技術

中醫藥文化推
廣與數字溝通

1.了解中藥的功效
和配方原理
2.嘗試使用現代製
藥技術，如提取法、
分離法、純化法等，
製備中藥藥品，
3.探索中藥的製藥
技術和製藥過程中
的科學原理，提升
科技創新和實踐能
力。

1.了解中醫藥文
化的歷史和發展，
2.結合不同節氣
的氣候特點和人
體生理狀況，設
計並製作數位化
宣傳資料，如宣
傳視頻、網站、
社交媒體等，推
廣中醫藥健康知
識。

藥
事
法
規

中
藥
資
源
學

醫
藥
商
品
學

植
物
生
理
學

藥
用
植
物
栽
培
技
術

常
用
中
草
藥

資
訊
素
養

資
料
應
用

人
工
智
能

程
式
設
計

媒
體
制
作

國民教育

STEAM教育

資優教育

資源建設和網站學習

國家中醫類的法律法規學習

3.中醫藥文化知識框架



初中校本課程STEAM案例課程規劃
初中STEAM（中醫藥和廣東養生為主題）

貫穿核心素養、國民教育、STEAM教育、資優教育橫向的聯繫

能
力
培
養
縱
向
的
聯
繫

自
主
探
究

年
級

學習指標和內容

中
一

探究中藥植物
栽培與營養監
測

了解中藥植物在不同節氣回合中的生長情況和生理需求，如土壤、陽光、
溫度、水分等，設計不同的栽培方案，並應用人工智慧工具來測量和資
料分析，監測其成長過程，量化其生長變化規律，培養科學思維和使用
數學模型的能力

中
二

探究中藥配方
設計與制藥技
術

通過瞭解中藥的功效和配方原理，結合植物學、化學和藥理學等知識，
設計中藥配方，並嘗試使用現代製藥技術，如提取法、分離法、純化法
等，製備中藥藥品，探索中藥的製藥技術和製藥過程中的科學原理，提
升科技創新和實踐能力

中
三

探究中醫藥文
化推廣與數字
溝通

通過了解中醫藥文化的歷史和發展，結合不同節氣的氣候特點和人體生
理狀況，設計並製作數位化宣傳資料，如宣傳視頻、網站、社交媒體等，
推廣中醫藥健康知識，培養資訊科技素養和跨文化溝通能力。

綜合應用能力
創造力
解決問題能力

科學過程技能
設計思維
程式編寫
人工智能
媒體製作
數據應用
資訊素養
健康養生

4.教學資源的開發案例



學校案例



案例課程（東莞）

探究中藥植物栽培與營養監測

小學勞動課程 中學STEAM探究活動

探究影響中草藥植物生長快慢的
因素（光照、水分、溫度）

設計及製作人工智能測量裝置
（具備自主感知、判斷和決策的能力）

• 中草藥種植及生長（蒲公英、板藍根 ）

•  科學探究的概念和方法
1.有光照 VS 沒有光照

2.每天澆水 VS 兩周都不澆水
3.高溫 VS 室溫

•   人工智能套件及其感測器
•   對濕度的測量
•   對溫度的測量
•   對生長情況的判斷
•   對精確施肥判斷
•  對作物保護等工作

蒲公英板藍根



探究中藥植物栽培與營養監測課堂策略

課堂外

課堂內

校內學習中
藥栽培和基
本監測

校外學習中
藥種植培養
和相關資訊

家裏培育

資訊查詢

家庭花盆種植課程延升

校園牆角花盆種植

班級花盆種植及
STEAM課程課程

創建班級
加入班級
主題討論
發佈作業
隨堂練習
課後練習



中一級「探究中藥植物栽培與營養監測」
工作紙設計（科學探究）（部分）
設計探究實驗 量度及記錄

認識變量
入門簡單

選擇器材
靈活多變

準確測量
細微觀察

記錄資料
留意變化

簡單易測
科學精神

公示變量



學習評估
評估專案 目標測試 能力培養 評價表現

科學探究 重點 模式 初級表現(0-3分) 一般表現(4-7分) 滿意表現(8-10分)

科學課程

1.網路查詢
資訊素養
資料應用 工作紙

查詢網路中中醫藥藥材 說出查詢網路中中醫藥藥
材的標準，並能說出中藥
材的特點

說出人類平時日常會需要
的那些中草藥，並能說出
這些中草藥的功能。

2.了解中醫藥
學

正面價值
觀和國民
身份認同

工作紙
說出中醫藥的歷史 說出中醫藥的歷史和

中醫的一般分類
說出中醫看病的基本程式
和一般流程，理解中藥文
化傳承

3.理解中醫治
療的基本過程

共通能力 探究/
工作紙

能夠理解常規的中醫治療
方法望聞問切

運用能夠知道中草藥
可以治療簡單的疾病案例

運用中草藥的一些特性來
解釋對疾病治療的一些特
點。用該知識分析預防作
用重於治療

STEAM探究課
程
共通能力(協作
能力)

4.能夠完成監
測系統的結構
設置

設計能力
設計
方案

能夠完成基本的結構和連
接

能夠正常運行裝置的 應用監測裝置能夠做出更多
改變和設計

5.能夠輸入程
序，應用監測
系統。

程式設計、
資料應用

觀察/
工作紙

能夠導入程式進行觀察 對數據可以有自己的觀念 能夠設計更多程式和應用

6. 對監測作品
可以做成一個
視頻

人工智能、
資料應用

觀察/
說出

能夠用人工智能作品做成

一個簡單視頻說明作品

能夠靈活使用數據來對

作品進行說明

作品製作有更高的要求和
風格



課堂探究 課內外延伸 文化傳承

概念
認識

探究
實驗

應用
知識

能力
提升

數據
分析

反思
收穫

學習流程

中醫學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

價值觀形成

核心素養養成

提升資訊素養

應用人工智能

測量度衡量

數據收集

製作監測裝置

學習編程知識

科學探究實驗

監測裝置學習



學與教 推行混合式學習

校內校外教育相結合、研學實踐，
課程開放，體驗式教學

學習環境及教學策略的混合

手機上人工智能做成的app，
對智能花盆的中藥材成長的
數據收集和分析



常規拓展

跨科協作（什麼因素利於中草藥植物成長）

設計好實驗裝置(外形) +

編程(使用感測器量度數據) +

設計與製作(監測)

規劃（根據研究要求來規劃）

植物的種類（種植的要求+藥材的標準）
量度植物生長的數據收集



5. 課程的反思和期望

1. 選擇（國民教育元素）教育題材

2. 設計好跨學科學習元素滲入 STEAM 學習活動中

3. 培養正確價值觀、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

4 .建立評價體系，做好回饋。



反思1
1.中醫如何傳承

（1）認可
（2）日常使用
（3）培養人才

2.中小學中醫學如何開展校本課程
（1）小學識別為主
（2）初、高中生產應用為主

3.特色課程開展有什麼限制
（1）地方資源 （2）教師能力
（3）院校支持 （4）地方傳承



反思2

校校合作、資源共用

校企合作、優勢共補

院校合作、專業引領

家校合作、支持保障

進一步拓展教學資源和環境。
為更好的STEAM課程做出保障。



教育部教材局局長、教育部基礎教育
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主任、課程教材研
究所所長田慧生：
“著眼高處，把STEM教育放到為黨育
人、為國育才的大戰略中，深刻認識
STEM教育的重大意義。

著眼深處，把STEM教育放到深化課
程改革的大潮流中，科學推動STEM

教育創新發展。

著眼難處，把STEM教育放到協同創
新的大格局中，共同破解STEM教育
發展中的難題。”



感謝聆聽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