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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着重指出：“着力提高学生的

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

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

养是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进一步提高初中生的综

合实践能力，笔者和所在教师团队结合学科特点，围绕“文物模型制作”活动进行了初步探

索与实践。 

一、相关概念 

文物：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

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 

文物模型制作：指的是一种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方式和途径，它引导学生运用生活中常

见的废旧材料动手制作自己感兴趣的课内外各种文物模型，并在这一过程中开展跨学科研究

性学习，提高综合实践能力，增强尊重历史、关注社会、尊重环境和资源的意识观念。 

综合实践能力：是指初中学生在制作自己感兴趣的课内外各种文物模型的过程中，

运用自身经验和各学科知识研究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这里指文物模型制作过程中涉及

到的综合实践能力，具体包括：信息的搜集整理能力、跨学科学习能力、动手实践能力、

表达交往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 

二、围绕“文物模型制作”提高初中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日常教学观察和调研得知：我校学生对历史学习较感兴趣，但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学生主要是通过教师的讲解和对文本、图片等资料的探究

来学习历史，他们仍然感觉历史比较遥远，有一定的距离感，学生未能真正触摸到历史，其

好动、好奇的特性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培养也有待于进一步增强。基

于上述情况，教师有必要进一步依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去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二）“文物模型制作”活动的由来 

2009 年的一天，笔者在历史课后的操场上看到了学生用泥土和树枝搭建的半坡氏族半

地穴式的小房子。实践生成问题，课程引领未来。孩子们对历史真实感知的期待、对历史问

题的实践探索、对历史动手制作的向往为老师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于是，学校历史、美术、地理、物理、语文等多学科教师共同设计了“文物模型制作”

活动，引导学生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废旧材料制作感兴趣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物模型，旨在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主动搜集整理信息、跨学科学习、动手实践、表达交

往等方面的综合实践能力。 

（三）文物模型制作活动的研究实践 

1．围绕“文物模型制作”提高初中生信息搜集整理能力的研究实践 

老师就中国知网使用和图书馆资料查询等对同学进行了专题培训。同学们根据《文物模



型制作-信息搜集整理表》，从图片、文字、搜索渠道、内容整理等多角度对自选的文物主题

进行了资料的搜集整理实践，有的上网，有的去图书馆，有的到书店，还有的去八大处等文

物古迹现场考察。同学们分别填写了本组的《文物模型制作-搜集整理信息表》，他们搜集的

相关文物信息涉及到陶器、古建筑、青铜器、科技作品、雕塑作品等多个专题。 

2．围绕“文物模型制作”提高初中生跨学科学习能力的研究实践 

各组同学在老师带领下，依据《文物模型制作-制作方案表》制定了各自的文物模型制

作方案，并围绕相关学科问题去查阅资料，咨询相关人士。例如制作明代火药武器——“一

窝蜂”模型的同学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数学尺规作图、语文说明文写作、英语火箭俚语、物理

的做功、化学阻燃和历史火药演进传播等。 

同学们就这些问题自己查阅资料，并与老师和同学进行相关探讨，展开了跨学科的研究

性学习，其独立提出问题、思考分析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3．围绕“文物模型制作”提高初中生动手实践能力的研究实践 

围绕自选的文物模型制作对象，同学们进行了实践制作，如 “小口尖底瓶”、“人面鱼

纹彩陶盆”、“前门”、“天坛”、“青铜散氏盘”、“四羊方尊”、“汉代说唱俑”、“兵马俑”、“地

动仪”、“明代火器一窝蜂”等。同学们一边制作，一边填写《文物模型制作-动手实践表》。

在制作过程中，孩子们记录、研究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如：怎样选材？如何锯木板？怎

么用锤子和钳子钉钉子？古建筑屋顶的形制有何样式？歇山顶和硬山顶有何区别？同学们

的文物模型逐步制作出来，其动手实践能力得到不断提升，与他人合作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得到了增强。 

4．围绕“文物模型制作”提高初中生表达交往能力的研究实践 

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制作了《文物模型制作-模型说明书》，并开展了文物模型博物

馆小导游活动，小导游如数家珍般地向来往的游人介绍大家亲手研究思考并制作的文物模型

作品，讲述它们如何从废旧材料变成精美的文化艺术品，分析它们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同时表达他们在制作过程中的点滴感悟。通过这样的活动，同学们的表达和交往能力得

到了一定的锻炼与提高。 

三、研究收获 

（一）文物模型制作活动提升了同学们的综合实践能力 

为了进一步了解文物模型制作活动对初中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影响，我们在学生参与“文

物模型制作”活动前后进行了对比测评，结果如表： 

表 1 “文物模型制作”活动前后测评结果 

项目 前测百分比 后测后分比 

认识程度：非常了解 28.13 83.67 

搜集信息能力：比较会 65.63 87.75 

信息归纳整理能力：比较会 56.25 87.76 

跨学科学习能力：比较强 62.50 79.59 

动手操作和实践能力：比较强 56.25 73.47 

表达交往能力：比较强 56.26 59.19 

由表 1 可以看出，学生对于文物模型制作活动的认知了解程度提高了 55.54%，搜集信

息能力提高了 22.12%，信息整理能力提高了 31.51 %，跨学科学习能力提高了 17.09%，动

手操作和实践能力 17.22%，表达交往能力提高近 3%。通过文物模型制作活动，同学们的综

合实践能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在说到参与文物模型制作活动后的收获与感受时，同学们用到的最多的词语是：文化、

拓展、锻炼、低碳、快乐、合作、坚持等。文物模型制作带领着同学们感受着古人的智慧和

文化的魅力，树立着传承优秀文化的信念，同时也在践行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时尚理念。 



（二）文物模型制作活动促进了校内的教育教学 

文物模型制作活动由历史课堂延伸而来，是跨学科的研究性学习，同学们在制作文物模

型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相关的学科问题，比如制作明代火药武器“一窝蜂”的同学就提出了

如下问题： 

数学方面，在“一窝蜂”火箭的制作过程中，整个箭筒为正六边形的结构，数学上正六

边形的画法有哪些？ 

物理方面，在“一窝蜂”火箭的制作过程中，箭尾安插有羽毛，请问刘老师此处的羽毛

是何作用？我们正在学习的第六章《功和能》中，那么火箭的发射是否做功呢？ 

化学方面，请问老师，黑火药的化学方程式是什么？为何火箭燃烧时没有烧到四周木质

的箭筒呢？ 

英语方面，在英美，有什么关于火箭、火药、战争„ „的俚语和说法吗？ 

历史方面，在明代时，外国的火器发展水平怎么样呢？昔日的“一窝蜂”火箭与我国先

进军事上使用的武器是否有哪些关系？它们哪些是由“一窝蜂”演变来的呢？ 

同学们就这些问题自己查阅了相关资料，并与学科教师进行了相关研究探讨，而老师们

也围绕一窝蜂火箭模型制作的相关问题，从学科角度调整设计了自己的课堂教学，在国家课

程校本化方面进行着有益尝试。 

一窝蜂模型制作成功后，同学感言：“通过‘文物模型制作’这个大课堂，锻炼了我们

的团队合作精神与动手能力。而且在制作的过程中，还让我们明白了相关的知识，特别是在

我们组，我们虽然竣工最晚，但是在制作中，我们对作品提出了我们自己感兴趣的、关心的

问题，如此这般，既丰富了知识，又满足了自己的好奇与疑惑。制作之中，我们一次又次地

失败，但是我们又一次地爬了起来，这也锻炼了我们克服困难的能力。” 

文物模型制作活动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开拓了同学们的知识视野，提升了同学们

的综合实践能力，激发了同学们对于科学知识和人文底蕴的探索欲望。这一过程中，教师们

也在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教育教学。可以说，文物模型制作活动促进着学生的学习，也促进着

老师的教学。 

（三）文物模型他制作活动促进了师生的共同发展 

文物模型制作为老师和同学的发展提供了多彩的舞台，初步统计师生获奖或发表作品

64 项，其中国家级 17 项，市级 18 项，区级 29 项，单位获奖 2 项，教师获奖 57 项，学生

获奖 27项。 

在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北京市“我有一双灵巧手”科技制作竞赛、首都可持续

发展教育协会 2010 年春节团拜会等大型平台上都有文物模型队员的身影，王子石不仅获得

了北京市我有一双灵巧手科技竞赛一等奖，而且在中国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学校社会行动

项目第八届表彰会上进行了题为《废纸箱变成“青铜器”》的主题发言，其论文也于 2011

年 10 月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杂志发表，并被教育部刘利民副部长主编的《推进可持

续发展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一书收录。 

王红光老师的论文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 2012 年优秀论文评比中获得一等奖，在北京

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征文和北京市基础教育科研征文中分别获得一、二等奖。在第 32 届北

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辅导员创新发明项目中，王红光老师的论文《“文物模型制作”

——在动手中感受科技之美》获得北京市一等奖，并被推荐参加全国比赛。王老师还在国培

计划（2011）——初中义务教育远程培训历史学科的专家培训视频中介绍了文物模型制作的

相关经验与思考。 

刘爽老师的案例《从火药的发展看文明的冲撞与融合》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 2012 年

优秀案例评比中获得二等奖，论文《创造属于我们的历史》在 2011年 3月在《石景山教育》

杂志发表。王红光、吕正媛、孙敬、刘爽、栗国英等老师合著的论文《文物模型制作——在



动手中感受科技之美》发表于 2012年《石景山科普》杂志，并被石景山科普网转载。 

在第五届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现场观摩活动中，崔思潇、曾晓明、刘月园、王

伟、严玲、蒋立娜、孙敬、刘爽等六个学科的八位教师分别围绕文物模型“一窝蜂”火箭制

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设计了自己的课堂教学，进行了国家课程校本化的有益尝试，在国际论

坛的舞台上展现了我们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与设计。在第五届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

活动中，吕正媛老师还进行了综合实践观摩课“文物模型制作”的现场展示，与学生小导游

一起向国内外教育同仁展示了“文物模型制作”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文物模型制作”活动中，老师和同学们在不断追寻，不断发展。   

四、相关思考 

（一）在实践中学习 

学习不仅仅来源于课堂与书本，同时也来源于实践。所谓实践即教育，生活即课堂。正

如著名地理特级教师王能智老师所说：知识的真正存在状态是综合的，存在于生活之中，分

科是人为现象。“文物模型制作”其实是为师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了一个平台，小小的“文

物”本身，却承载了古代和当今大量的科技与文化因素，具有丰富的学习和探究价值，而动

手制作的方式更是激发了同学们学习的兴趣，是科技教育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可以说是小制

作，大舞台。在这一平台上，同学们进行着健康成长，教师们实现着专业发展。在成长与发

展的过程中，过程重于结果，因为有了过程就意味着我们行走在路上。 

（二）科技与人文并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多次强调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

性。“文物模型制作”在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同时，努力引领同学们了解中国古代灿烂

的科技文化成就，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 

我们也同意上海语文特级教师程红兵老师的如下一些论述：“科学是发现，审美也是发

现”、“没有人文的科学，将最终失去科学；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教育，将最终阻碍科学人才

的诞生。”“文物模型制作”引导学生关注历史、文化、科技与艺术，力图在科技教育与人文

关怀的整合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三）创新离不开继承 

“文物模型制作”是历史复原，也是实践创造。我们在感受学习古人的智慧与成就的同

时，也在文物模型制作过程中融入了我们自己的智慧与思考。关注节能低碳，关注科技构思，

关注艺术创造。可以说，文物模型制作是某种程度上的创新与实践，致力于科学知识的普及

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时，我们认为创新离不开继承，未来的创造离不开历史与现实，科技

教育固然以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体系为主，但也可以从中华民族传统科技于文化中汲取丰富

的营养，植根于中华文明基础上的科技教育在中国才更有生命力。“文物模型制作”课程将

在这一方面进行自己的探索。 

结语 

小小模型，多彩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师生放飞梦想，翩翩起舞。然而教育没有止境，

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培养亦是如此。围绕“文物模型制作”提高初中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引

导学生在动手中拓展知识，提升能力，感悟文化，体会人生。为此，我们将不断努力，上下

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