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美育视角的小学园林植物校本课程开发研究 

常州经开区实验小学 

一、研究背景 

2020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

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进一步强化学校美育育人功能，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

育各学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研究举措 

1.了解区域“非遗”文化 

横山桥百叶早于明清时就名闻遐迩，据考证：“山北奚巷村王根产、德兆父

子从乾隆年间就制作百叶了。当年做百叶，全靠石磨磨，也创生了经典常州滩簧

戏《双推磨》。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对萝卜种植有明确记载，到了宋代，萝

卜在南北各地都有栽种，并出现了不少优良品种。《授时通考》（1742 年）对萝卜

全株根等器官性状的较为全面描述，该书记述了萝卜根的等多种加工食用方法。  

2.学习“非遗”三农知识 

传承非遗文化，首先要学习区域三农知识，即：农时农事农具。项目组邀请

区域相关农事高手来校进行指导和科普。我们组织学生了解常州本地耕种或收获

农作物的最有利的时间。项目设计初，我们将区域二十四节气知识融入项目实践

中，让孩子在体验中学习，在实践中感悟节气的转变，在感悟中不断增强劳动意

识，培养劳动习惯。推进过程中，我们将农具进行了改良，使之能够更好的适合

学生使用。  

3.种植过程实践体验 

种植体验。科学教师及综合实践教师将相关主题知识进行整合，共同开始推

进种植过程指导。过程记录。项目组教师带领孩子进行过程记录，在最初的记录

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记录杂乱无章，于是语文老师就开展日记写作教学。 

4.种植项目收获分享 

收获季节的仪式。当黄豆、萝卜成熟时，我们邀请全班同学、家长志愿者及

老师共同来到善耕园进行收获，家长志愿者还将土地进行平整。非遗产品的制作。

一部分孩子将黄豆和萝卜送到当地的非遗作坊，现场学习百叶制作、研制萝卜干



技艺。非遗产品的流转。另一部分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准备在学校诚善商店进行

销售，孩子们自己设计宣传海报、设计售卖套餐等。团队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主要发现与结论 

主要发现：1.实践优化形成了《基于美育视角的小学园林植物校本课程》。 

 

 

 



 

图 1-1：学生的自然笔记。 

2.初步提炼研究成果。 

实践层面：冯凯、陈波、赵红叶结合课题研究分别执教市区课题，并在市

区层面将课题研究成果以讲座的形式进行主题汇报。陆艺丹老师结合自己的美

术专业，带领孩子进行观察写生活动，绘制自然笔记。《创学堂 2.0：从三学方

式走向四性课堂》《幼小衔接视域下小学低段科学教学策略》《大豆的一生实践

课程开发与实施》等。 

 



图 1-2：市区研究课及讲座 

    

图 1-3：在省级以上教育杂志发表研究论文。 

3.研究成果宣传 

 

图 1-4：部分作品图片刊登在长江出版传媒《自然笔记》 



（二）主要结论 

以课题为引领，教研训一体。课题组组在学期初规划的时候就结合课题申报

各自研究课，将课题研究与大小组教研有机融合，充分发挥科研的力量。抓日常

研究点，点线面推进。我们根据课题研究推进表，将课题研究内容进行了合理分

解，以抢抓种植时间点、关注记录线，聚焦研究面的方式进行推进，确保研究工

作按时完成。 

 

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我们以课题研究为依托，努力向校内个领域、外

部各方向挖掘育人资源，以项目群形式，五育融通，不断探索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的新样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