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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至 1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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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第三组 (十三至十五岁) 

   

编号  题目  

   

3.010  自强不息 

   

3.020  自信，毅力 

   

3.030  美 

   

3.040  奉献  

   

3.050  怜悯 

   

3.060  真实，宽容  

   

3.070  勇气  

   

3.080  和谐  

   

3.090  亲情  

   

3.100  关心社会  

   

3.110  真、善、美 

   

3.120  节俭  

   

3.130  克制，保持冷静 

   

3.140  爱心 

   

3.150  保护环境 

 

3.160 孝顺 

 

3.170 自重，自爱 

 

3.180 快乐 

 

3.190 关怀 

 

3.200 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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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真理 教案 3.1 
 

自强不息 
 

宗旨：  教导学生：不论做事或求学问都要有百屈不挠的精神，要不断地尝试、历练，

从失败中站起来，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关键词：坚毅、尝试、智慧、历练、勤奋、坚持、努力、奋斗、人格。 
 

 

每周主题/语录 

 

   

      

 

 

● 世间上最宝贵的是时间，即使是片刻的浪费也是 

生命的浪费。 

 

● 教育的极终目标是培养完美的人格。  

 

讨论：为什么浪费时间即浪费生命？要如何培养完美的人格？ 
 

 

静坐冥想 
 

第1步：“首先，以舒服的姿态坐在椅子上，或盘坐在地上。背要直，头要挺。深深地吸

一口气。。然后呼出，并放松自己。再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呼出，再吸入。。再呼

出。。。。。。。。。 ” 

 

第2步：“放松你身体任何一个紧绷的地方。伸展你的脚指，然后放松。绷紧你的小腿，

然后放松它们。绷紧你的大腿，然后放松它们。缩入你的腹肌，然后放松它们。肩膀向后

拉，然后放松它们。耸一耸肩，然后放松它们。现在绷紧脸部肌肉，并放松它们。感觉你

全身都放松下来了，所有紧绷的感觉都消失了。你感觉很棒。” 

 

第 3步：“现在闭上你的眼睛，不受四周环境的影响。。 

想像离你头顶3寸的地方有一道像瀑布的白光。。 

感觉那道晶莹剔透的白光流过你的身体。。  

想像它穿透你，并把一切不好的感觉带走，一扫而光。。  

感觉是那么的清凉舒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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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道光穿透你的头部时，它洗走了所有不好的念头。。带给你光明。。。 

现在你感觉头脑清明，记忆清晰。。。  

光穿过你的胸部和心脏。。 赐予你健康的身体和关怀的态度。。  

光流到你的手臂及双手。。 你将随时伸出援手，给予帮助。。。 

白光接着来到你的肚子，你会更小心注意自己的饮食,要卫生。。要新鲜。。  

白光穿透你的双腿和脚。。 

它们变得更强壮有力，随时走到需要帮助的地方。。平安的地方。。。  

那道闪亮的白光穿透你。。 使你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要知道你就是一个喜欢学习，愿意做好事的好孩子。” 

 

第 4 步：“现在把注意力带回到教室里，睁开你的眼睛，放松你的四肢，这次的静坐冥

想结束了。对旁边的朋友微笑，告诉他们你今天的心情，并祝福他们幸福快乐。” 
 

 

故事  

 
 

[李时珍（一五一八年至一五九三年）是中国明代杰出医学家，字东璧，号濒湖。蕲洲
（今湖北蕲洲）人。世医业，继承家学，着重研究药物，重视临床实践，主张革新。深入
民间求教，参考历代医药及有关书籍八百余种，亲自上山采药对药物加以鉴别考证，纠正
了古代本草书藉中药名、品种、产地等莫些错误，并收集整理宋、元以来民间发现的很多
药物，充实了内容，历经二十七年，著成《本草纲目》一书，收录原有诸家《本草》所载
药物共一五一八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卦考》，流
传于世。另有《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 
 

公元一五一八年（明正德十三年），李时珍出生于蕲洲（今湖北省蕲春县）。李家几代从

医，祖父是个走街串巷的铃医，有丰富的治疗经验。父亲李言闻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对医

药学颇有研究。 

 

幼年的李时珍身体瘦弱多病。由于父亲的精心调治，十岁左右身体渐渐好了起来。他经常

跟随父亲和哥哥去附近山上采集草药，帮助父亲抄写药方，自幼就获得了许多药草知识，

并深切地体会到人们对医生和医药知识的迫切需要。明朝科举盛行，一般殷实人家都让子

弟读经书，作八股文，以便获取功名。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常常被人看不

起。李言闻也不希望儿子继承医业。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十四岁那年中了秀才。但李

时珍并不热心功名，他特别喜欢医药学，常常背着父亲攻读医药书，所以从十七岁到二十

三岁，三次乡试考举人他都落榜了。李言闻只好同意儿子放弃科举，走上从医的道路。从

此李时珍专心一意地钻研医药学，进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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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二十五岁那年，开始正式行医。当时,他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李时珍帮助父

亲共同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他家所在的西面有座道院玄妙观，那是父子俩经常行医的

地方。        

 

一五四五年前后，蕲洲一带发生灾荒，疫病流行。许多贫苦人家都来找李家父子治病，他

们总是热情招待，精心治疗，有时还上门诊治，并且往往不收费，后人称赞道：“千里就

药于门，立活不取值。”  

 

李时珍在行医中善于运用前人经验并在实现中加以比较总结。古书说：巴豆最能泻人。李

时珍经过研究和试验发现巴豆用量重会引起腹泻。用量适当则可治疗腹泻。他用巴豆配合

其他药物治好了进百个腹泻病人，用实例纠正了前人的片面记述。 

 

有一个孩子喜食灯花，许多医生对此束手无策，李时珍却用使君子、百部等杀虫药治愈了

孩子的病。现代医学证明，嗜吃灯花是钩虫病人的异嗜癖。可见在当时李时珍就已正确地

了解了这种寄生虫病并掌握了治疗方法。  

 

一个渔民的妻子患病，服了药，病更厉害了，就来请李时珍，李时珍看处方并不错。他把 

处方和药罐里的药渣一一校对，发现药铺将药方上的漏篮子换成了虎掌，因为药书上曾说 

这两味药可互换，却不知治这种病时不能换。李时珍深切感到，作为一个医生，识药、用 

药是个大问题，因此本草一书关系颇重，但前人所著本草书中，药物品种不全，错误不

少，而且分类简略，容易混淆，图形也似是而非，因此他决心编写一部新的本草书。 

  

父亲听了他的设想后，大吃一惊，说重编本草这是要经过朝廷批准的。李时珍明白朝廷是

不会批准他这样没有名望的人来重编本草的。但既然立下宏愿，就一定要去实现，为此他

大量阅读有关本草的书籍，积累知识和经验。由于李言闻的关系，李时珍在读书、行医的

时期，与蕲洲的顾、郝两家豪绅也有些来往。顾郝两家藏书都十分丰富，尤其是郝家还收

藏有大量的医书，这给李时珍提供了钻研医学理论的条件。 

 

李时珍把他准备编写的药书定名为《本草纲目》。到三十五岁那年，他自认为可以开始编

写这部书了，但一动手，就觉得问题很多，最使他为难的，是写不清药物的形状和成长过

程。旧的本草书中虽然有解释，但大都说不清楚，而且没有插图。 

 

一次他问父亲，白花蛇是否像书上所说的有二十四块斜方块花纹，父亲告诉他蕲洲就产白

花蛇，不妨去捉一条看看。李时珍跟着捕蛇人上山，捉到一条白花蛇一看，果真如此。据

此，他还写了一编《蕲蛇传》。 

 

李时珍觉得亲身实验是个好办法。他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到各地游历，实地查访。回家

后，屋里放满了各种各样可以制成药品的动植物和矿物标本，挂满了画着鸟兽虫鱼的图

纸，院子里还种了许多药草。 

 

这时，李时珍已是蕲洲至荆楚一带的名医了。三十八岁那年，由于治好了楚王儿子的抽风

病，被任命为楚王府的“奉祠正”，兼管楚王府的“良医所”。期间，他饱览医学典籍还

读了不少经史 ，声韵、农圃、医卜、星相、诗文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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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八年，明朝皇帝令各地举荐医学人到北京太医院填补缺额，楚王推荐了李时珍。在

太医院，李时珍有机会出入“寿药房”和“御药库”。 这里堆放着各地进贡和国外进口

的形形色色的药材，这使他开了不少眼界。 那时，皇帝追求“长生不老”药，一些太医

也整天谈论这些。李时珍曾一度寄望于官方能重修本草，但遭到了讥笑和嘲讽，说他擅动

古人经典，“狂妄已极”。在这种情况下，不到一年，李时珍就托病还乡了。 

 

回家途中，经过河南的一个驿站，看到几个车夫把一种粉红色的花放到锅里煮，车夫告诉

他，喝了这种旋花熬的汤，可以治筋骨痛。李时珍想，老百姓有这么多治病的好经验，今

后还得多向他们请教。李时珍非常注重实践。古书上说，大豆能解毒。他就先让小狗吃了

毒物，然后再给它吃大豆解毒，结果小狗死了。经过反覆实验，他终于发现大豆要加上甘

草，其解毒效力才显现出来。 

 

古书记载华佗曾用蔓陀罗花作麻醉药麻沸散的主药，为了克服蔓陀毒性，华佗还用了副

药，可惜配方巳失传。为了试验这种药的麻醉作用，李时珍吞服了蔓陀罗，直到精神恍惚

失去痛觉的程度。许多本草书中，都提到一种叫“芸薑”的植物，可用来制药，但它究竟

是什么样子的，都没写清楚。李时珍为此专门寻访了种菜的人，并且仔细看了这种植物，

才知道它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油菜，种子可榨油。 

 

当时许多书上对鱼类的生殖过程解释不清楚，有的甚至说鱼是草籽变的。李时珍对此非常

怀疑，就去请教老渔民。老渔民听了哈哈大笑，他详细地为李时珍解释了鱼的孵化过程，

纠正了草籽变鱼的谬论。李时珍经常向农民、猎人、樵夫、药农、工匠等请教，广泛搜集

民间偏方、秘方和一些医药方面的谚语，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像“刀豆子烧成渣滓吃

下去，能治呃逆 ；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吃了奶长流”等，都来自民间。 

 

李时珍已快四十七岁了，这时，古代的医药书，他几乎读遍了。其他有关的古书，读了足

有八百多种，单是摘录的笔记，就有好几箱。他准备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蓝本，编

写《本草纲目》，但一旦动手，又发现还有许多问题。 

 

四十七岁那年，李时珍决定带着徒弟庞宪，去做实地察访。这次察访，历时数年，足迹踏

遍湖北、安幑、河南、 河北、江西、江苏等地。每到一地，他们都认真考察各地的特产

药物，千方百计采摘药草，搜集有价值的标本。 
     

当时传说太和山（今湖北武当山）上生长着一种“仙果”叫榔梅。那里的道士每年都要用

密汁腌好，献给皇帝，说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为了研究榔梅的真实价值，李时珍和

庞宪来到太和山下。当地的猎人听说他们要去采榔梅，就劝他们不要去，因为采摘“仙果

是要受处罚的。李时珍师徒冒着危险，趁着月色偷偷上山采了几颗，回来后仔细研究，发

现这是榆树类的果实，只不过可以生津止渴罢了，那有所谓”仙果” 的秘密。 

 

察访途中，碰巧南京药王庙举行三皇会,全国各地药材商人汇聚那儿。药王庙里摆满了全

国各地出产的药材，李时珍师徒在那儿流连了好几天，买回了许多不熟悉的药材，有几个

泉州商人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时珍，还送了他一些外国药材。这次实地察访，足足用

了四五年时间，奔波了万里路，收获很大。回家后，李时珍亲自栽培、炮炙药物。他总结

了不少药物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与其药用价值的关系，改进了许多药物的炮炙方法，还对矿

物药作了大量的炼制工作。 



 5 
 

 

这时李时珍已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和许许多实物，五十多岁的李时珍开始了兢兢业业的

编书工作。儿孙和徒弟有的应付门诊，有的帮助誉写，有的对药绘图。书一卷卷地写出

来，案头堆得越来越高。在写作中遇到问题，他就去实地观察。他在猎人帮助下捉到一只

穿山甲，仔细观察后进行解剖，发现它确是食蚁动物，但舐食蚂蚁的方法与前人所说不

同，是用尖嘴巴拱开蚁穴后用长舌舐食的。他把这些新认识都写进了《本草纲目》。 

 

一五七八年（明万历六年），《本草纲目》经过三次大的修改，终于脱稿了，李时珍整整

花了二十七年的时间，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才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这时李时珍已经

六十一岁了。《本草纲目》全书一百九十多万字，分五十二卷，记载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药物，还附有一千一百多幅动植物插图和一万一千多个处方，这是几千年来中国药物学的

总结，无论从严密的科学分类还是从宏大的规模和流畅生动的文笔看，它都超过古代任何

一部《本草》。          

            

为了让《本草纲目》传播开去和流传下来，李时珍想到应把它刻印出来。然而那时候出书

是要自己掏钱请人刻印的，李时珍付不起那么一大笔钱，他四处奔波求人，但那些书商认

为出这种书赚不了钱，没人愿意出钱为他刻印。一直奔波了十二年，七十多岁的李时珍终

于在江苏遇到了当时的著名文人王世贞。王世贞十分赞赏《本草纲目》，并为它写了序

言。在王世贞的帮助下，南京的书商也同意出版这部书了。         

             

问答题：李时珍 

 

1.  李时珍是那一个朝代的人？他有什么专长？ 

 

2.  幼年的李时珍，身体状况如何？ 

 

3.  为什么李时珍的父亲同意儿子放弃科举？ 

 

4.  为何后人称赞李时珍“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 

 

5.  在什么情况下，李时珍决心编写一部新的本草书？ 

 

6.  李时珍如何获得草药的认识和资料？ 

 

7.  “本草纲目”是一本怎样的书？在什么情况下获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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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寻求至福与超脱 

不怕苦肯努力，幸福可得。 

不自私肯献身，超脱归我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寻求至福与超脱 

同学相处要和睦，埋头攻读共切磋。 

            共切磋，同欢乐，情投意合。 

 

 

 

 

集体活动 

 

●  阅读并讨论短文“挫折”。 

●  要如何克服在学校，在家里所遇到的种种不如意事。分组讨论并将方法写在黑板上。 

●  讨论图画，让同学们将正确的价值观填入腾空的火箭里。 

 

           
 

大多数人都有遇到挫折的经验。假使你在学业或事业上受到了挫折，大可不必悲观。这种

挫折的经验越早承受越好。我敢肯定地说，人生的旅程是充满波折的，有时在我们生命的

某一段时期中，好像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 

 

然而这是每个人都必经的阶段，不必灰心，更不必气馁、消极。失败原为成功之母，这是

天将降大任给你呀！所以这种经验来得越早越好，有这种经验的人就知道挫折并非山穷水

尽，反而可以鼓励你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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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束：同学闭上双眼，回想并复习今天所学的课程和价值观。心中许愿不论遇到什

么挫折或不如意事，皆不轻言放弃；失败了不气馁，从头再来，自强不息。提醒自己，人

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在生命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只要敢于面对问

题，以坚强的自信心和耐心去解决问题，就能顺利地迈向成功的道路。 

 

 

附加练习: 让同学们写下一些例子来分辨那一些才是正确的价值观。过后大家一起讨

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