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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逐步重视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教育，提出学校进行育人的过程中要将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进行展示，实现文化育人的

目标。 2014年教育部也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明确要求“化学等课程，应结

合教学环节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1］。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

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信息进行加工挖掘形成宝

贵的课程资源，将其在化学课堂中进行充分利用，有

效促进中华传统文化达成育人的目标。本文针对地

区性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安腰刀”对其进行挖掘

分析，利用项目式学习对保安腰刀进行具体教学实

施，达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一、保安腰刀的介绍及教学应用价值

保安腰刀作为重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彰

显着中国特色少数民族保安族人民的智慧。据记载

保安腰刀最早出现于元代，是蒙古军队中一支由保安

族先民参加的“探马赤军”锻制的刀具。保安腰刀的

主要款式多样，代表保安族腰刀最高制刀工艺水平的

为“折花刀”，见图 1。其主要由刀刃、刀柄、刀鞘三部

分组成，刀片由铁、钢锻造而成。刀柄和刀鞘的原材

料涉及很多，如银、铜、铁、红铜、黄铜、木料、牛角、羊

腿骨、塑料板等。［2］

保安腰刀的制作工艺十分繁琐，制作简单一点的

保安腰刀要四十多道工序，复杂一点的，像折花刀要

八十多道工序。其中主要有四个关键步骤，分别是

“夹钢背铁”“淬火”“煮刀”。［3］其铸造的精湛技艺见证

着中国刀具冶炼史的重大技术革命，也凝结着代代工

匠的智慧。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名刀之一，保安

腰刀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但随着现如今现代化市场

的冲击，保安腰刀正面临着锻造难销量低，后继无人

传承的问题。［4］面对这没落的民族文化瑰宝，对其进行

挖掘让学生在了解保安腰刀的锻造工艺中进行真实

情境问题的解决，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也能传承弘

扬保安腰刀文化，增强学生民族自信。

二、基于项目式学习的保安腰刀化学资源的挖掘

与加工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

建构主义理念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的一种学习方

式，主张学生通过一定时长的小组合作方式，解决一

个真实世界中复杂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完成一

项源自真实世界经验且需要深度思考的任务，在解决

问题或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精心设计项目作品、规划

和实施项目任务，进而逐步习得包括知识、可迁移技

能、高级思维能力、关键品格等在内的21世纪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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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保安腰刀折花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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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在保安腰刀的选料、冶炼、制作等工艺中体现着

许多化学知识原理，本文对此进行梳理和总结，如表1
所示。结合保安腰刀中的化学知识体系将其以项目

式学习的方式进行教学设计，让学生在复杂问题解决

过程中了解保安腰刀的文化，感受保安族的工匠智

慧。

保安腰刀

的选料

保安腰刀

的锻造

保安腰刀

的防锈

材料与工艺步骤

刀片：生铁、钢锻造而成。

刀鞘：黄铜、红铜等有色金属和木材为主。

刀柄：银、铜、铁、红铜、黄铜、木料、牛角、羊腿骨、

塑料板（近代采用的新材料）等。

炒钢：把生铁高温煅烧使其熔化，并不断进行搅拌。

夹钢背铁：把加热好的铁料锻平，两层铁片夹一层

钢，放入炉火中炼到火花飞溅时反复锻打，砸成条

形，使钢铁融为一体。

淬火：将煅烧得通红的刀片放入黄河水中，利用黄

河水做淬火的冷却介质，淬火后的刀子刚柔相济、

外硬内韧。

煮刀：将刀叶放入加有明矾（（KAl（SO4）2·12H2O）
的开水中煮。

化学知识点

生铁的冶炼原理、反应、化学方程式以及冶炼过程中废弃废渣的处理。

铁的合金种类及区别。

保安腰刀中使用的金属红铜、黄铜、纯铜、银等的性质与区别。

金属的性质与用途的关系。

生铁（含碳量 2.11%-4.3%）变为钢（含碳 0.02%-2.11%）利用碳在

高温下性质不稳定发生反应生成二氧化碳。

渗碳作用、氧化作用，使铁和碳相分离，生产出含渣少，软硬不一，

钢铁混为一体的毛坯。

淬火目的是大幅提高钢的强度、硬度、耐磨性、抗疲劳强度以及韧

性。

淬火和回火的区分。

明矾的化学式：KAl（SO4）2·12H2O。

明矾的水解及溶于水后的酸碱性。

明矾的用途及净水原理。

用pH试纸对溶液进行酸碱性测量的方法。

铁锈的主要成分。

除锈的反应原理。

表1 保安腰刀制作工艺中的化学知识

三、基于PBL项目式学习的开发流程

1. 项目目标的设置

本项目式学习课程从保安腰刀的冶炼工艺入手，

寻找与化学相关的知识，了解文化传统，激发兴趣，掌

握知识，力求达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

①从保安腰刀制作原材料出发，重点分析刀身、

刀柄、刀鞘中的金属材料及其性质用途，了解铁的冶

炼原理、反应、化学方程式以及冶炼过程中废弃废渣

的处理，了解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②通过模拟“淬火”“煮刀”等技艺，科学探究其化

学工艺中蕴含的原理知识，从化学的视角分析、解释

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③通过对保安腰刀历史艺术美的鉴赏，提升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通过对保安腰刀没落的现状调

查，唤醒同学们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意识。

2. 项目任务的拆解

项目式学习需要将学生的具体经验调动起来，通

过设置驱动式问题让学生进行探索。本课题根据保

安腰刀为内容载体，设计总目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铁器时代保安腰刀的工艺探究”。分别以五个项

目作为教学重点，在项目中以驱动式问题让学生在解

决具体情境中学习到化学相关的知识，并且感受到保

安族人民的智慧与勤奋。具体项目设计如图2所示。

3. 项目的具体实施

“铁器时代-保安腰刀的工艺”课题从介绍保安腰

刀的种类、用途、来源、材料入手学习铁合金及铁的冶

炼，通过科学实验“保安腰刀制作中‘煮刀’工艺”来探

究其中加入明矾的作用，了解金属及金属氧化物和酸

的反应，通过保安腰刀艺人口述，唤醒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意识。

项目任务一：保安腰刀的介绍鉴赏

【教师活动】展示实物保安腰刀——折花刀，介绍

保安腰刀的历史：由优秀工匠组成“探马赤军”打造，

种类繁多，其中著名的有三大种类——什样锦、波日

季、折花刀。保安腰刀锋利无比，可以轻松剃发、剃

须，本地居民所使用的宰羊剥皮的刀大都为保安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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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锻制。

【学生活动】了解保安腰刀的历史、种类、用途，观

察保安腰刀其刀鞘刀柄颜色搭配鉴赏，刀片刻制图腾

花纹，感受其艺术之美。

设计意图：直观鉴赏保安腰刀的艺术之美，激发

对保安腰刀文化的好奇心；了解保安腰刀的历史、种

类，激发学生兴趣；了解保安腰刀用途（当地学生家中

大多有保安腰刀，用途也较为广泛），激发学生以往生

活经验，引入项目主题。

项目任务二：保安腰刀的制作原料

【教师活动】提问：保安腰刀的原料是由哪些金属

材料制成的呢？

【学生活动】交流对比铁合金、铜合金的种类、组

成、性质、用途，理解性质与用途之间的关系。

【教师活动】提问：保安腰刀的刀身制作原材料需

要生铁和钢，是怎么冶炼的呢？播放实验室利用一氧

化碳还原三氧化二铁的视频，通过中考题讲解一氧化

碳还原三氧化二铁反应流程。

【学生活动】回顾铁矿石的种类及铁的冶炼，默写

其化学方程式、实验现象、实验注意点结合教材，思考

实际铁的生产中，所用的原料和产物一般都含有杂

质，其主要杂质成分。

设计意图：运用类比的方法对比合金种类、成份、

用途，体会性质与用途的关系，深入挖掘保安腰刀制

备中原料的来源，培养学生追根溯源的科学精神，结

合中考题进行铁的冶炼讲解，体会中考中对知识点的

考查方式，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项目任务三：保安腰刀的制作工艺

【教师活动】播放视频：保安腰刀的制作工艺，根

据相关资料讲解保安腰刀锻造工艺中的关键步骤，炒

炼生铁、锻打工艺、淬火技术，抛光刀刃。并提出问题

——保安腰刀制作过程中炒炼生铁的化学原理是

什么？保安腰刀制作工艺中为什么要多次锻打及夹

钢背铁？保安腰刀中“淬火”的目的是什么呢？保安

腰刀为什么刀刃要打磨为斜面呢？

【学生活动】查找资料解释：炒铁过程是利用碳在

驱动式问题

1. 查阅资料知道保安腰刀的历史、种类、用途。

2. 保安腰刀不同金属的搭配、刀刃的图腾刻画体现的艺术美

项目任务一：

保安腰刀介绍鉴赏

驱动式问题：

1.保安腰刀制作中用到了哪些金属材料分别有哪些性质？

2.保安腰刀制作工艺中需要的生铁是如何冶炼的？

3.保安腰刀原料中的合金相比较其纯金属具有哪些特点？

4.保安腰刀制作中对于原料的选取遵循哪些原则？

项目任务二：

保安腰刀制备原料

驱动式问题：

1.保安腰刀制作过程中炒炼生铁的化学原理？

2.保安腰刀制作工艺中为什么要多次锻打及夹钢背铁步骤？

3.保安腰刀中“淬火”的目的是什么呢？

4.保安腰刀为什么刀刃要打磨为斜面呢？

项目任务三：

保安腰刀制作工艺

1. 科学实验探究保安腰刀制作工艺煮刀步骤中加入明矾的

作用是什么？

2. 保安腰刀在什么环境中最容易生锈，这是为什么呢？

3. 如何防止保安腰刀生锈？

项目任务四：

保安腰刀除锈防锈

驱动式问题：

1. 保安腰刀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

2. 对于保安腰刀的传承，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项目任务五：

保安腰刀传承现状

总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铁器时代保安腰刀的工艺探究

图2 非物质文化遗产—铁器时代保安腰刀的工艺探究项目任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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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性质不稳定发生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将含碳量

高的生铁转变为含碳量低的钢，锻打利用渗碳作用、

氧化作用，使铁和碳相分离，生产出含渣少，软硬不

一，钢铁混为一体的毛坯。利用钢针模拟刀片的“淬

火”工艺的实验，得出“淬火”的目的是提高钢的强度、

硬度、耐磨性。刀刃打磨为斜面则是根据物理力学中

的受力原理分析。

设计意图：通过对保安腰刀的制作工艺视频的观

看，深入了解河州文化，感受河州手艺人的匠心精神，

提高学生的中华民族自豪感。基于真实问题解决的

模式让学生对保安腰刀铸造工艺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和分析，理解锻造技术背后的化学、物理原理，在跨学

科的学习中对知识进行灵活运用，培养学生的高阶思

维。通过模拟“淬火”实验，了解我国刀具制作的热处

理技术，理解知识与技术的关系，也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

项目任务四：保安腰刀的除锈防锈

【教师活动】提问：保安腰刀的工艺“煮刀”步骤为

什么加入明矾？明矾是什么物质呢？它还有什么用

途呢？保安腰刀在生活中如何防锈呢？如果用“盐

酸”煮刀会发生什么现象？提供实验器材与药品：酒

精灯、烧杯、石棉网、药匙、开水、火柴、生锈刀片、pH
试纸、玻璃棒、明矾。

【学生活动】小组交流明矾的作用、铁锈的主要成

分、除锈的原理。默写稀盐酸和稀硫酸除铁锈的化学

方程式。小组实验模拟“煮刀”，并在此过程中，pH试

纸检测明矾溶于水后的酸度。

设计意图：通过对“煮刀”步骤的深度剖析，感受

文化与化学知识的连接性。体会化学推动着人类的

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提高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求知欲望

通过对“煮刀”实验进行模拟，感受工匠的辛苦，引导

学生珍惜日常物品。通过对“煮刀”实验原理的挖掘，

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并且在实验过程中，提高

学生的操作能力小组沟通合作能力，让学生感受到生

活处处有化学，生活处处有实验。在规范填写实验记

录单中，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

项目任务五：保安腰刀的传承现状

【教师活动】讲述河州工匠马师傅的故事：年近60
岁从事保安腰刀制作 30年，如今手艺后继无人的故

事。

【学生活动】调查保安腰刀的现状及造成现状的

原因，由于设备老化，经济效益低，手艺人越来越少，

保安腰刀的传承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全班同学针对

我们能为保安腰刀的传承做些什么，自由发言陈述观

点，并绘制关于保安腰刀的手抄报在学校展示。

设计意图：唤醒同学们的民族文化自觉保护意

识。通过全班讨论，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逻辑与表达

能力，也让同学们在表达中感受到文化是由人类创

造，对任何一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实际上是对人类

自身的保护。

四、结语

保安腰刀制作工艺是保安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制作工艺高达80多个步骤，在长久的冶炼和铸

造中，优秀的保安族工匠们不断完善改进制作工序，

提高冶炼熔合技术，打造出精致实用的刀具。每一步

精心的制作都体现着保安族人们淳朴、踏实、智慧的

工匠精神。结合实际保安腰刀的生产生活和科学研

究中的有关物质制备、转化的实际问题，设计关于化

学的真实情境和任务，促进学生多角度分析和解决问

题，逐步发展学生的系统思维，增强学生的跨学科意

识，促进核心素养的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

导纲要［N］. 中国教育报，2014，04（02）：03.
［2］ 童永东，汪常明.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名刀的制作工艺［J］.

金属世界，2017（5）：13-17.
［3］ 赵倩. 挂于腰间的金色文化甘肃保安族腰刀多元一体设

计文化探析［D］. 重庆：重庆大学，2014.
［4］ 汪龙鑫，陈丽丽，孟彤. 没落的民族瑰宝：保安腰刀的传承

与发展的问题研究［J］. 新校园（上旬），2016（1）：74.

·课程与教材研究··课程与教材研究·

——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