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们，还记得八段锦是怎么做的
吗?”11 月 1 日，青田县油竹实验小学中医
药兴趣小组的同学们开心地迎来了新一周
的中医药课，教师吴斐斐正带着兴趣小组
的同学们了解生活中的中草药知识。

自 2017年，浙江省作为试点省份把中
医药纳入中小学课程以来，油竹实验小学
秉持“生活即教育”的教学理念，积极创新
授课形式，面向五六年级开设了中医药兴
趣小组，让中医药文化生动起来。

中医药理论知识深奥难懂，为保证课
程贴近生活，吴老师设计了“练一练、品一
品、认一认”等授课环节，让讲课内容生动
有趣，学生兴趣盎然。

上课前她会熬煮一些健康的养生饮品
请学生“品一品”，例如夏季不仅要解暑，还
要防脾胃虚寒。因此她会熬煮乌梅陈皮
汤、菊花茶等，帮孩子们清热解暑的同时也

让他们理解“药食同源”的道理。吴老师还
会在上课之前带着孩子们“练一练”八段锦
或者五禽戏；随后带着学生在教室或者劳
动基地“认一认”常见、安全的中草药，如山
楂、甘草、薄荷等。

“我知道薄荷可以消炎止痛。”“我知道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冬至
吃饺子是医圣张仲景为穷苦人民治病的习
俗。”……谈论起课上学到的知识，兴趣班
的同学们七嘴八舌，饶有兴致。

看到这一幕，吴老师开心地说：“我希
望通过这些中医口诀、医学典故，拉近中医
药与孩子们的距离，培养他们对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自信。”为了在校园内营
造沉浸式的中医药氛围，他们还专门开设
了“百草园”、中医知识长廊等，积极开发社
团课程，引导学生探究、传承中医，丰富校
园生活，增强文化自信。

开设中医药兴趣小组 教学生趣识中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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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发芽”的中医药文化

本报记者 叶美
通讯员 胡美红 叶平 张双敏 周萃 邹一露 陈勇芬 吴霞 章晓珍 周孟秋

2023年4月19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文物局等多部

门联合印发《“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要求“推动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

为了让中小学生从小学习健康养生知识并学以致用，近年来，丽水各地的中小学校园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开

辟中药材种植基地、开设中医药社团课、跨地区交流中医药文化、建立学生中医药兴趣小组……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不仅普及

了中小学生的中医药知识，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发展。

那么，我市各地的中小学校园又是如何开展中医药进校园活动的呢？一起来看看各个学校的做法吧！

缙云县新建小学里有一片郁郁葱
葱的园地——神农中草药种植基地，
这是学生们学习和体验中草药文化的
宝地。神农中草药种植基地内种植了
多种中草药，包括蒲公英、连翘、麦冬、
薄荷、紫苏等常见草药。车前草、红
参、党参、当归、黄芪、白玉簪、鸢尾花、
薰衣草……讲起这些中草药，学生们
也是如数家珍。

在这个神农中草药种植基地，同
学们不仅可以详细了解每种中草药的
外形特征、生长习性以及药用功效，还
会通过观察详细记录中草药的特征。
这种亲身体验不仅增强了他们的观察
能力和动手能力，还让他们对中草药
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此外，学校还建了一个“神农草本
工坊”。这是一个充满创意和传统气
息的空间，专门用于学生制作香囊、香
薰以及其他中草药手工作品。这个工
坊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实践动手
能力的平台，还能让他们在创作过程
中深入了解中草药的文化和应用。

在神农草本工坊里，同学们学习

如何选择合适的中草药材料，并将其
加工成各种实用且美观的手工作品。
例如，他们可以使用薄荷、薰衣草、艾
叶等草药制作香囊，还可以尝试制作
香薰蜡烛或香薰精油，通过混合不同
的中草药成分，创造出独特的香味，提
升生活品质。

除了这些项目，学生们还可以学
习制作中药膏剂。学生们可以学习如
何研磨和提取中草药的有效成分，然
后将其与适当的基质混合，制成具有
不同功效的中药膏剂。例如，清凉油，
使用薄荷、冰片等成分，可以起到清凉
解暑、缓解头痛的作用。消炎膏，使用
黄柏、金银花等成分，可以用于轻微烧
伤、烫伤和皮肤炎症的治疗。

新建小学依托“一园一坊”，引导
学生识百草、辨百草、用百草，让学生
真正参与药草种植、养护、采摘、晾晒、
烘焙及研磨全过程。通过这些实践活
动，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科学探
究精神，让他们在学习中草药知识的
过程中，激发了对中华传统医药的兴
趣和热爱。

依托“一园一坊”引导学生识百草用百草

莲都区联城小学是一所城乡小
学。让同学们特别自豪的是学校内有
面积达 400多平方米的中草药种植基
地——百草园。据了解，这个中草药
种植基地，最初是学校的劳动基地，里
面种的全是蔬菜。但是现在这里却种
了上百种中草药。枯草、车前子、鱼腥
草、马兰头、黄菊花、食凉茶……老百
姓在田间地头最常见的中草药，这里
基本都能找到。

受到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启发，
2016 年，学校把这个劳动基地变成了
百草园，把中草药搬进了校园。

“平时，我们让学生认识中草药，
了解它们的习性、生长规律、药用功
能，等中草药成熟后，我们便让中草药
社团的学生进行采摘、烘干、包装等流
水作业。此外，学校还会组织各种形
式的活动来帮助学生提高对中草药文
化的认识。”据学校的相关老师介绍，
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中医素养，老
师们不仅会根据季节在百草园种植各
种中草药，还会举办中草药识别大
赛，让学生通过学习，自主辨识百草园
基地的中药草名字和性能，通过竞赛，
提高辨别中草药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的
能力。

等到中草药成熟的季节，老师们
还会指导学生将采集的草药进行干

燥、压制、装裱，做成精美的标本，加深
对中草药形态的认识。除此之外，他
们还会利用百草园的中草药制作各类
花草茶、百草手工皂、联小紫草膏等
等。

在中草药成熟品种较多的夏、秋两
季，同学们还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制作百
草手工皂。夏季他们选取百合花、绣球
花、茶叶，秋季选取桂花、菊花等。制作
好的劳动成果供全校师生使用。让同
学们引以为傲的是，他们还制作了联小
紫草膏。这种紫草膏，采用当归、地黄、
丹参、薄荷叶等为原料，加入紫草根放
在芝麻油里浸泡半年。在第二年夏季
来临前，社团学生按照制作步骤开始制
作联小牌紫草膏。夏季被蚊虫叮咬后
用上这个紫草膏特别见效。

据了解，以百草园建设为基础的
校本课程《百草园》《草·果乐园》不仅
被评为丽水市精品课程，他们的百草
园劳动基地，还被评为“浙江省中小学
劳动实践教育项目——劳动实践选修
课程建设试点学校”。

2023 年 开 始 ，学 校 更 是 确 定 了
“百草园+”特色课程工程，以“劳动+”
多学科融合的思路，在“百草园”劳动
实践课程的基础上开展“百草园+唐诗
宋词”“百草园+刺绣手工”“百草园+文
创花皂”等子项目实践。

利用百草园 自制花茶手工皂紫草膏

10月 30日，遂昌县金竹镇中心小学 12
名教师和 64名学生到诸暨行知小学开展线
下教共体活动。让行知小学的师生们意想
不到的是，金竹小学的师生不仅为他们送
去了教共体联合中医药基地新产的三叶
青、朱砂根、黄精等新鲜的药材，教师雷恩
成更是精心准备了中医药课堂，把金竹小
学的中医药特色课程送入了行知小学。

据了解，自 2022年开始，自遂昌县金竹
镇中心小学与诸暨知行小学建立跨区域教
共体后，两校在传播传统优秀中医药文化
建设方面小有成效。得益于金竹小学增设
的教共体联合中医药基地，行知小学也在

校内增设了中医药角。今年 10月底，两校
再次迎来线下教共体活动，于是也就有了
文中开头的一幕。

课堂上，雷恩成展示学校种植的一些
常见药材，并现场向行知小学的师生解说
种植于金竹小学的药材——七叶一枝花。
随后，雷恩成现场带领两校学生将取自金
竹小学教共体联合中医药基地的一些中药
分株种入行知小学的中药角。

两校在开展教共体活动中，金竹小学在
做好传统优秀中医药文化传承及基础知识
培养的同时，也不时会把中医药文化知识传
递给诸暨行知小学，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

用传统中医药文化搭建友谊的桥梁

在青田县海口镇小学，每日的午餐时
光温馨而有序。10月 30日这一天，孩子们
手握金黄色的橘子，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晒陈皮活动。

孩子们满心欢喜地拿起橘子皮，仿佛捧
着宝贝一般，小心翼翼地将其摆放在阳光充
沛的地方。101班的孩子们在班主任吴冠军
老师的引领下，有的一丝不苟地摆弄着橘
皮，确保每一片橘子皮都能充分地沐浴在温
暖的阳光中；有的则三、两结伴，齐心协力，
你递一片，我放一片。灿烂的阳光轻柔地洒
在纯真无邪的笑脸上，也洒落在那一片片形
状各异的橘子皮上，安静美好。

602 班班主任胡美红老师耐心地向孩
子们介绍：“橘子皮作为中药材，用处可多
啦，能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它是大自然给
予我们的神奇礼物，有无尽的奥秘等待大
家去探索。”孩子们认真听着老师的解说，
不仅学到了自然和生活的小知识、培养了
动手能力和观察力，更激发了他们对中医
药文化的探索欲望。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镇小学

一直致力于将中医药文化融入学生的日常
生活中。走进校园，每个角落都能看见各
种各样的中药材植物。孩子们在课间休息
时，也会围在这些植物旁观察它们的生长
变化。除此之外，学校还会定期举办中医
药文化讲座，邀请专业人士为孩子们讲解
中药材的功效和用途。

与青田县海口镇小学一样，连日来，在
莲都区梅山中学的“药香园”中草药劳动实
践基地内，同学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争相
种植与养护具有本地特色的“丽九味”中草
药材。除了种植中药材，在相关课程中，同
学们还会在专家的指导下一起制作药方和
茶包。通过亲身实践，近距离感受中医药
文化，领略中医药的魅力。

除了一些中小学，我市各地的一些幼
儿园也纷纷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
课程，如青田县实验幼儿园会通过“每周认
识一味药”，带着孩子逐步了解各种中药的
名称、功效和用途，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了中
草药的神奇之处。

缙云县溶江乡中心幼儿园带着孩子们
踏入中医馆，进行魔法穴位小探秘；缙云李
阳冰学校借力县中医院、县中医药学会因

地制宜开设“中草药种植”劳动
课程，让学生近距离学习中

医药知识。

晒陈皮种草药 同学们体验中草药魅力

丽水校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