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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传承 

一、实践教学主题 

弘扬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

传承 

二、建议适用课程 

本课是统编版高中思想政治——必修四《哲学与文化》

第七课第二框的内容，本课在文化生活中的学习处于一个承

上启下的位置。对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很

重要的作用。 

三、教学目标 

1. 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参观学习《古代建筑博物馆》展览，

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产生发展，进一步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主要内容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2.学生通过行走的双师课堂 “古代建筑技艺与艺术”

的主题研习活动习，理解“古代建筑一贯以独特纯粹之木质

结构及部署原则未受其他建筑影响”理解中华文化的特征，

懂得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

的文化，明确中华文化的影响，认同中华文化。 

3.学生通过合作探究，明确“一国一族建筑反鉴其物质

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载其文化”，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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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态度和原则，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观点认识、

分析、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4.学生通过古建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数字化建设分

析，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

地同中国当代文化相融通，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

值；同时深刻认识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然要求。 

四、教学内容 

本块内容主要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思想，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及正确态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始终从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精神追求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

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

展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性力量。 

通过学习本框内容，引导学生在辩证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以及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

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精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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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五、教学重难点 

难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及特点 

重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六、教学创新点 

1．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

拓宽核心素养的培育路径。 

2．通过学科主题博物馆研习，打造双师课堂，引导学

生 “城市综合研学”，以综合育人、实践育人为落脚点，使

教学设计指向核心素养落地，构建学习为中心的课堂。 

3．在大中小课程目标一体化的设计上，“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教学主线，既要

遵循立德树人总目标，学段内目标，学段间目标有效衔接的

原则”
【1】

，又要凸显高中学段的重点，还要共同培育以文化

认同、文化自信为核心的素养目标。 

七、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学生走进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小组合作预习优秀成果。 

走进古代建筑博物馆 

探究 

合作 

探源古韵 弘扬新风 

 
1 《中小学德育》[J] 2022 李晓东：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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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

博物馆

导引”小

组 

 

 

展览导引 

 

博物馆参观

文明公约： 

不趴展台； 

不 大 声 喧

哗；不乱碰

文物；有礼

有节；认真

听讲；提出

问题 

 “文物

小传”小

组 

 

 

瓦当图像是

中华文明的

组成部分；

传统工艺至

今仍被应用

建筑装饰。 



7 

 

“古建

纵横”小

组 

 

 

 

影响东南亚、日本建筑 

星空、十二

星座源于中

华文化； 

日本建筑至

今受中国传

统 建 筑 影

响。 

“ 应 县 木

塔”屹立千

年不倒，木

质结构的独

特性、神奇

性。 

文化自信与

自觉。 

“宣传”

小组 

《古建古韵新风》宣传小片制作分享 时代新人风

貌 

（二）说文解字导入 

师生路上交流、分享源于古建筑的词语“基础”、 “材”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阙”。  

追问“房子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雕刻彩绘？

茶碗器皿能用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烧制出各种图案？语言可

以表达意思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有讲求韵律的诗歌？” 

你对上述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引发思考进入新课。 

环节一：探源中华文化 

行走的课堂对话--拜殿、太岁殿，古建筑发展历程展厅 

应县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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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课前提出古建博物馆问题并提前阅读资料卡 

资料卡一：瓦当图像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元素

四神纹（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特有符号是中华文明的组

成部分；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世界；是文化遗产

的重要见证；传统工艺至今仍被应用建筑装饰。 

资料卡二：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 6000

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 个文明形态，但是，只有中华

文化是延续至今而且从未中断的文化。就世界范围而论，中

国古代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文化表现出最

顽强的生命延续力。 

2.参观：参观拜殿、太岁殿，古建筑发展历程展厅 

3.活动设计： 

 

 

 

 

 

4．学生活动 

围绕问题参观、交流、分享、互评 

（1）学生解析、交流、分享源于古建筑建筑史，并对

汉语的“基础”、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阙”进

行实证。 

（2）整体观察太岁殿提出问题，师生对话交流瓦当、

彩绘、屋顶等古建筑构建、工艺的特点及文化内涵。并归纳

中华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5．教师小结 

（1）教师活动 

带着问题

参观对话 

 

描述与分类 

解释与论证 

文物实证 

总结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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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讲解瓦当、彩画：那个是瓦当，是中国建筑材料。

又叫瓦头，是瓦的头部，西周时期出现。颜色上黄色尊、绿

色贵、黑色祭。太岁殿是黑色琉璃瓦，故宫是黄色，官府是

绿色。瓦当的图像有的是文字、有的是图案。例如象征吉祥

的四神纹（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莲花纹、云纹、兽

纹、夔龙纹等。这些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反映

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瓦的传统工艺至今仍被应用于建筑装

饰。 

彩绘历史源远流长，是木质结构的外衣，防腐防潮的同时形

成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民族特色。。帝王的宫殿、庙宇

的墙体、门柱使用朱红色，象征着高贵的地位和权势；这里

的建筑是清官式彩画，分为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

三种类型。和玺彩画用于宫殿主要建筑，金色龙凤为主要图

案。旋子彩画。宫殿次要建筑、官式建筑，沿用了明代的团

花锦簇图案。苏轼彩画用于皇家园林，使用风景、花鸟、故

事等写实手法，花中四君子比较常见。俗语说 “先出头的

椽子先烂”，同学们找一找椽子，房檐下彩绘的是“万”字

纹，在下面的是“寿”子文，寓意万福金安，万寿无疆。短

一些的是檩，上面雕刻的是龙眼纹、虎眼纹。 

郑老师提问：观察太岁殿，采用的是什么形式的彩画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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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问：我们整体观察，太岁殿、回头看拜殿屋顶形状像

什么？  

郑老师讲解太岁殿、屋顶 ：太岁殿是单檐歇山顶。屋

顶有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攒尖顶等。歇山顶，脊下来

歇一会，呈现一个三角形。天安门是重檐歇山顶；而故宫太

和殿的屋顶是四个坡、五条脊，称庑殿顶，四阿顶、五脊顶，

是明清等级最高的重檐庑殿顶。悬山顶厢房、一民间建筑。

关于屋顶下的斗拱，诗经中有记载“如鸟斯革，如翬斯飞”，

像鸟展开翅膀飞翔。 

（2）郑老师总结整体古建筑特点：古建筑分为三部分：

台基、中间房屋和翼状伸展的屋顶。平面布置上我们说“一

所房子”，是围绕庭院、天井构建的有联系的建筑群，由正

房、厢房、抱厦、耳房、过厅等组成，呈现轴线左右对称，

后也用于城市规划中。 

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我国古代工匠积累了丰富的技术

经验，他们在材料的合理选用、结构方式的确定、构件加工、

节点及细部处理、施工安装等方面都有着完整的方法和技艺。

进一步总结古建筑产生之原始【2】“上栋下宇，以避风雨”，

独立之结构系统，历史悠长，散布区域辽阔，数千年来无邃

变之迹，掺杂之象，随我民族足迹所致，梳理文化标志，都

会边疆，一郡之雄，一村之僻，或为我国人民居处所托，或

 
2  引文来自《中国古代建筑史》 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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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宗教、国防经济所系。“上自文化精神，下源于环境。 

（3）探究思维方法：文物实证、理论与实践结合、主

观与客观统一的辩证思维。 

活动意图说明 

在行走的课堂中， 师生共同参观太岁殿、拜殿，整体

观察思考提出疑惑，通过老师讲解、学生对话、交流，理解

古建筑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其主体核心结构、平面设置特

点承载着传统思想“一所房子”、“一个家”、等级森严的观

念、制度，也走进了古人的精神世界。通过与古建相关的汉

字、诗词解读体会汉字、史书典籍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见

证，感悟中华古建文化博大精深，旨在深化文化认同，增强

文化自信。 

环节二：探源中华优秀文化 

              参观拜岁店；营造技艺展厅 

1．古建书法小组展示分享“如鸟斯革，如翬斯飞”、“柱、

础、梁、枋”等。 

2．博物馆陈老师讲解天宫藻井 

3．活动设计 

 

 

 

 

4．教师活动 

分组观察 

双师课堂 

解释与论证 

文物实证 

 

 

总结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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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引导学生观察太岁殿过厅： 同学们观察找一找

“梁、柱、台基、础”在哪里？ 

郑老师讲解：平台、高台建筑，也就是台基上砌础（石质构

件），础上立柱，柱上架梁，两柱、两个以上横梁为一副梁

架，两幅梁架为一间房。一般天、地、人三间房，四梁八柱

是房的核心结构。 

横梁之间穿插的是枋，梁相反方向的檩，两柱之间墙壁、门

窗，没有的就是凉亭。 

郑老师提问：太岁殿有几间房？说明什么 

郑老师：下面分小组观察活动： 

一组观察斗拱 

二组观察梁、柱、梁架等 

三组观察瓦当、神兽等建筑材料 3分钟后移步集合到斗拱处； 

郑老师讲解：同学们理解汉字“基础”、“四梁八柱”了

吗？ 

“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具特色还有斗栱，柱与梁的交界处

设置斗拱，斗是方形木块，因形状如古代量米的斗而得名。

栱是一种矩形截面的短木，外形略似弓而得名。斗和栱经多

重交叉组合成斗栱”。 

思考回答：为什么应县木塔千年不倒？请你说一说木制结构

的特点和功能？ 

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台基和础就是基础，础

是承受压力的基石，有减震、抗震、防潮、水的作用，榫卯

木构架构又有分解外力、保持建筑主体平衡稳定的作用； 

斗栱在建筑中在室内能缩短梁枋的跨度,减少力距；斗栱还

能把屋顶上的荷载传递到柱子，再传到地面，分散屋顶的压

力。 

郑老师：下面大家抬头向上看，哇，华丽的藻井。有请

博物馆陈老师为大家专业讲解镇馆之宝--隆福寺正觉藻井。

掌声欢迎。 

5．双师课堂：博物馆老师讲解藻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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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老师：感叹古代工匠的智慧，先进的科学梁架结

构、独特的榫卯结构、木质选材、独特的雕刻工艺体现了古

代科学技术整体性、实用性的特点。蕴含的科学精神值得后

辈潜心学习。  

活动意图说明 

通过营造技艺展厅分组观察、记录、描述、分析讨论的

形式，合作探究、解释论证古建文化的独特性内容、民族性

特点、一脉相传的继承与发展，进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特

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性；理解古建文化遗产有巨大的历史、

文化价值，也是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的需要，。

重在涵养共同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

自信。旨在培育科学精神。 

环节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东殿圆桌会议、参观文创店 

1．归纳参观内容 

2.创设情境 

情境一：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考古遗迹和历史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要敬畏历史、敬

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

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

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 2022 年 1 月 27 日山西晋中考察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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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二：2021 年 12 月 29 日晚，北京中轴线申遗“数字

中轴”启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知

识图谱、新文创等新技术，深挖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内涵，

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2017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时指出“树立保

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工作方针，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

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使文

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3.活动设计 

 

 

 

4．学生活动 

阅读思考后按照“紧扣问题、明确观点、回应材料、逻

辑清晰“的要求展开自由辩论，有礼有节、展示辩论风采。

各小组深化从古建-传统文化-历史文化遗产的思维进阶认

识并在交流中形成文字概要黑板前陈述。 

（1）结合情境一自由辩论 

观点— 传统文化是财富。它架起了我们前进的阶梯，

维持着我们的社会秩序，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为我们

的精神提供了栖息之所。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我们将失去精

神家园。 

归纳参观内容 解释与论证 

辨析与评价 

总结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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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二 传统文化是包袱。它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

的因素。它钳制着我们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控制着我们

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制约着我们的价值取向。 

辩题：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而言是财富还是包袱？ 

（2）结合情境二探究分享：从历史文化遗产说一说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郑老师总结提升：各位同学说的非常好，“上栋下宇，

以避风雨”，“上自文化精神，下源于环境”。以上参观学习

了中国古代建筑数千年发展传承形成的独特建筑风格（PPT

边播放边说完播放古代建筑成就是世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

中累积、提炼的智慧结晶，具有高度的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

是珍贵的文化遗产。郑老师板书：古建筑（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的特质、禀赋不

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

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

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

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 

郑老师总结提升辩题：分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

新”，批判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来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我们一起看看古代建筑博物馆如何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一起去“文创产品”店瞧一瞧！ 

5.教师小结 

（1）思维方法：辩证思维、辩证否定方法；发散与聚合结

合。 

（2）参观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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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文化发展的实质是文化创新。。。。。。改造传统文化的过

程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改造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推

陈出新、革故鼎新”，创造新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过程；

数字古建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让文物活起来。 

本课小结：北京古代建筑住博物馆以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群落配合基本陈列，像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辉煌

成就和做为农业大国的灿烂文明，我们在这里驻足、学习、

交流，相信同学们和我一样得到了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享受。 

活动意图说明 

通过东殿“圆桌会议”讨论的形式，合作探究、解释论

证古建文化的行程发展。通过自由辩论的形式，明晰、分辨

传统文化，通过文创店参观理解发展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

发展路径。本环节重在涵养共同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旨在培育科学精神。 

八、课后思考题 

三道题任选一道完成夯实课程目标。 

1．撰写文物小传例如《瓦当的前世今生》《应县木塔因

何屹立不倒》200 字； 

2．查阅资料，阐述通州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3．从先农坛折射的农耕文明谈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 

九、参考书目 

1．《走进博物馆》[M] 北京文物局主编  北京出版社

2012 

2．《中国建筑史》[M] 梁思成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 

3.《中小学德育》[J] 2022 李晓东：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17 

 

十、教学反思及建议 

反思 

1.学生面对的真实生活是复杂的。设立学科主题学习活

动，既是学校社会践活动的探索，也是对课程论难题的一个

尝试解决。 

2.学生面对的知识之间是有关联的，在高中选课既分科

课程背景下，寻找创造性解决综合课程的方案，适应综合育

人、实践育人的目标。  

3.学生面临的课程与自己、学校与社会是有分离的矛盾

的，教学设计既指向化解课程与学生的矛盾，又要以学科学

习方法、学科思维进阶作为发力点，还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

以学生展示、交流、收货为落脚点，适应新时代高质量人才

发展对于学科素养提升目标的需要。 

建议 

学生面对问题解决的过程是综合的 ，可以尝试跨学科主

题学习的路径，形成统一的育人课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