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手包粽子 传承非遗文化

——《我们一起包粽子》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

贺兰县第三小学 田甜

摘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

培养的教育体系，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

劳动技能水平的培养要求，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素养，使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同时让劳动

教育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基础上，让学生感受到端午文化

的魅力和民族情怀。

一、案例背景

2020年 7 月 9日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

中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

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中小学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它具

有鲜明的思想性，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贯彻始终，强调劳动是一切财富、价值的源

泉，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劳动和劳动者都应该得到鼓励和尊重；倡导通过诚实劳

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人生梦想，反对一切不劳而获、崇尚暴富、贪图享乐的错误思想。

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必须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实践的直接联系，发挥劳动在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作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同时注重让学生学

会分工合作，体会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具有显著的实践性，必须

面向真实的生活世界和职业世界，引导学生以动手实践为主要方式，在认识世界的基础

上，获得有积极意义的价值体验，学会建设世界，塑造自己，实现树德、增智、强体、

育美的目的。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距今已有 2500余年历史，节

日习俗有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蒿、喝雄黄酒、祭祀屈原、等。为了让学生让孩子们走

出闭塞枯燥的课堂，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热爱生活，了解端午节

的习俗，领略中国端午文化的魅力，我在端午节来临之际，组织二年级（6）班学生开

展包粽子活动，目的是让学生在包粽子的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提高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塑造学生创新合作的意识；提升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

的认知。

二、巧手包粽子教学应用情况

（一）巧手包粽子教学目的

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一年多的生活学习经验了，具备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结合端

午节的包粽子的实践教育，学生通过亲手实践，掌握包粽子的基本方法同时，能熟练地

包一只普通的粽子，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体验劳动的快乐。

（二）巧手包粽子教学应用情况

1.了解端午由来，根植民族情怀

播放微课《端午节的由来》让学生了解端午节有祭祀屈原的传统，还有赛龙舟、吃

粽子、插艾蒿、喝雄黄酒等习俗，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深厚的民族情怀。

2.知晓端午美食，做好准备工作

通过出示图片，让学生知晓端午粽子的不同形状，以及包粽子所需要的主要原料及

准备工作。



3. 亲手参与包粽子，感受劳动的快乐

播放微视频《包粽子的过程》让学生在了解如何包粽子的同时，经过亲手实践，掌

握包粽子的基本方法:折漏斗、装食材、包裹、捆扎，并且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能熟练地

包一只普通的粽子，体验到集体包粽子的快乐。

4. 畅谈交流体验，感恩端午情怀

4.学生经过亲身体验后，总结包总粽子的收获，感恩在生活道路上给予大家帮助的

人们，在动手实践中培育了孩子们的人文情怀。

5.布置实践作业，传承端午文化

组织学生参与这项活动后，正好赶上端午假期，让学生把在课堂上所学所感带回家

中，和家人一起过一个其乐融融的端午节，传承端午文化。

三、教学效果

通过组织本次包粽子活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运用谜语导入课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学生一下猜到是粽子，对本次活动的学

习内容有了明确的认识学习的积极性增高了。



2.播放《端午节由来》的微课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屈原的故事，知道端午节的来历，

开阔学生的视野，同时我把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视频故事布置成作业，让孩子们回去讲

给爸爸妈妈听，也是传承端午文化的内涵，皆在增进家校之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不断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根植爱国情感。

3.运用自己录制的《包粽子的过程》微视频，播放包粽子的过程，在利用信息化的

手段并且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的同时，让孩子们在观看的过程中知晓包粽子的步骤，为

后面的亲身实践做好铺垫。

4.学生能根据微视频的指导并且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能做到安静，有序，体现创新

和合作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孩子们拿着粽子展示交流的时候，即能说到自己所包粽子的

优点和不足，并能提出改进的意见，充分体现出学生们极高的参与度，以及在实践的过

程中发现问题，努力改正的良好风貌。

5.在畅谈交流感受，感悟端午情怀的环节中我设置了这样一个情景：如果让你把

自己包的粽子送人，你想送给谁？为什么？孩子们的回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他们说要

送给医护人员，送给钟南山爷爷,送给袁隆平爷爷，让我看到了有感恩之心和社会责任

感的孩子。显而易见，孩子们所包的端午粽已经上身到国家情怀，根植于民族情怀中。

6.在上完这节课后，孩子利用端午假期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参与到家庭劳动实践中

并继续呈现自己所学所感，达到了教学效果。（学生作业展示如下图：)



四、教学成果

《我们一起包粽子》的融合创新课例在 2021 年度贺兰县中小学“互联网+教育”应

用展示活动中被评为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