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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不可再生的财富，对公众进行世界遗产教育是保护世界遗产的重要途径

之一。在对公众的教育中，特别要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因为他们是未来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强调在中学开展世界遗产教育的重要性，并以多种语言出版了《世界遗产与

年轻人》的教科书，鼓励各国教育机构把世界遗产保护列入教学内容，设置专门课程以普及遗产保

护的知识。 

学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把世界遗产教育与地域文化教育有机结合，不仅有助

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程，丰富和完善学校课程体系，而且有助于弘扬中华文化，树立保护世界遗

产的意识，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我校地处世界遗产地故宫附近，周围有很多著名的皇城文化遗迹，进行世界遗产教育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优势资源，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探索出有效的教学模式和途径，

把素质教育与新课程理念落到实处。 

二、研究过程与内容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06年 9月 — 2006年 12月） 

查阅资料，学习理论，师资培训，建立健全课题领导小组和研究小组，为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

人力、物力基础。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07年 1月—2009年 12月） 

1．结合我校教育教学实情，拟定教育研究的途径、策略和学校子课题的具体实践内容。 

2．通过教育教学实践完善研究方式和内容，及时整理教学、活动案例，撰写论文、体会和反思，

初步形成综合育人模式； 

3．我校定于每年 6月第三周的星期一举办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中学生世界遗产日”，开展世

界遗产知识普及教育。 

4．依托 2008年北京奥运契机，结合北京世界文化遗产，对学生进行人文奥运精神的教育。 

5．建立世界遗产教育基地，将校内外教育教学相结合，组织学生参加世界遗产和民族文化的宣

传活动。 

6．完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的内容，总结经验，开设世界遗产、人文奥运、民族文化教育的相

关校本课程，在此基础上编写校本教材。 

第三阶段总结和检验阶段（2010年 1月—2012年 1月） 

搜集、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制作活动光盘；编印《课题研究成果汇编》；召开课

题结题会议，推广、普及、检验研究成果。 

三、研究成果 

（一）截至 2012 年，我校形成了开展世界遗产教育的有效途径，在国家课程、校本课程上形成

了“重点教育与普及教育相结合，以点带面辐射宣传”的模式。（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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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遗产与民族文化教育的途径 

我们具体的实施措施有： 

1．截至 2012年，我校已成功实现在所有国家必修课程中渗透世界遗产的尝试。 

表 1  国家课程中渗透世界遗产的情况 

序号 姓 名 课 题 名 称 教师 

1 王朝明 世界遗产教育在英语阅读课中的渗透 英语教师 

2 李  睿 七彩文化 政治教师 

3 毕  亢 宫殿中的“自然空调”---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物理教师 

4 崔  颖 
1.作文综合课渗透世界遗产教育 

2. 礼仪传统与中国文化 
语文教师 

5 史  超 故宫博物院 美术教师 

6 张  玲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第二课时） 地理教师 

7 秦琳琳 世界遗产与民族文化教育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渗透 化学教师 

8 张进茹 数学知识与古代建筑---轴对称 数学教师 

9 赵耀霞 

1.我所喜爱的世界文化遗产—学生小组展示课 

2.中国申遗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及其遗产保护 

3.必修一 U nit3Traveljouqnal 

英语教师 

10 郭翀婕 《故宫博物院》-走进故宫大课堂，传承中华民族文化 语文教师 

11 翟静竹 “中英文故宫小导游” 英语教师 

12 李  峥 
1.北京、曲阜两地孔庙的文化探究活动 

2.国家财政与故宫修建 
政治教师 

13 范海铮 
1.故宫志愿讲解员培训 

2.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开展世界遗产教育 
历史教师 

14 田艺 调查故宫的植被情况 生物教师 

15 付辉 《鸿门宴》 语文教师 

16 高君荐 必修二 第一单元 文化遗产 外语教师 

17 侯瑶玲 
1.中国地方文化特色 

2.旅游业 
地理教师 

18 李小强 “五四”爱国运动 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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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设选修课、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 

通过把世界遗产作为选修课、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学资源，是实践新课程理念和素

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3．根据学校、学生的实情，研究开设世界遗产、民族文化教育的相关校本课程，编写校本教材 

在已有研究成果和校本课程开发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校本教材《我们的世界遗产》、《非物质

遗产——中国结》和三本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手册，分别是《世界遗产故宫综合实践活动手册---倾听

历史的声音 感知文化的底蕴（初中）》、《明清历史与文明的见证 ——故宫的探索之旅（高中）》和

《茶文化与修养》，这都为学校校本课程和校本教材的开发提供借鉴，并已经应用于教学实践，带来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4．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和遗产地，传承文化遗产 

学生利用节假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故宫当义务讲解员，用中英文为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客讲解故宫，宣传中国文化，展现人文奥运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组的同学来到建国门社区参加“迎奥运学礼仪 携手 

蓝天促和谐”活动和“喜迎奥运，放飞梦想，千万家庭共编中国结的活动”，学生们经过 10 天

的精心设计，编制了 10个大型的中国结，亲手交给了全国妇联申奥办。 

（二）成功举办了六届“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中学生世界遗产日”活动           

自 2007年 6月，我们设立了学校的中学生世界遗产日。至今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中学生遗

产日活动，让学生沐浴和体验人类文明的精髓，在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亲密接触中形成完美高尚

的创新人格。 

表 2  六届“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中学生世界遗产日” 

时间 主题 活动主要内容 

2007 年 6 月 18 日 
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争当

世界遗产青年保卫者 

校长动员讲话；世界文化遗产知识展板；世界遗产知识竞赛；保护

文化遗产签名；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古琴欣赏；有奖编织中

国结、剪纸。 

2008 年 6 月 16 日 
传承世界遗产，践行人文

奥运 

组织学生参加故宫博物院“文化遗产日”志愿者活动，向游客发放

宣传单、提供讲解服务、进行问卷调查；组织学生参加北大红楼志

愿者服务等。 

2009 年 6 月 15 日 
学习文化遗产，传承民族

精神 

校长动员讲话；全校师生参观文化遗产展板；学生在“第三届中学

生世界遗产日”条幅上描绘自己身边的文化遗产；游园会，模拟遗

产地讲解。 

2010 年 6 月 17 日—

2010 年 6 月 21 日 

沐浴遗产光辉，传承民族

文化 

校长动员讲话；“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之旅”综合实践活动展示；“与

故宫对话，传承民族文化”中英文演讲比赛；博物馆进校园展板展

示；世界遗产知识竞赛。 

2011 年 6 月 13 日 
走近民族文化，宣传世界

遗产 

校长动员讲话；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游园活动；“传承人类文明，

构建校园文化”中英双语演讲比赛 

2012 年 6 月 11 日 
用真心保护世界遗产，用

行动传承民族文化 

校长动员讲话；“倾听历史声音，感受校园文化”中英双语演讲比

赛；世界遗产教育科普知识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游园活

动 

活动效果如下： 

1．参与范围广：全体师生都积极参与。 

2．活动热情高：“中学生世界遗产日”当天校长在大会上做动员讲话，并亲自带领校领导和学

校教师参与活动，沐浴文化遗产的精髓，感受和体验民族文化的魅力和神奇。 

3．整体效果好：活动调动了全校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有的同学写到“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

宣传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知道它，如何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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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年 5月-6月举行有关世界遗产知识的中英文演讲比赛 

学校连续三年举办了“以世界遗产与民族文化为主题的”中英文演讲比赛，参赛同学来自学校

的各个年级，通过比赛，学生更加了解了身边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传承民族文化的种子植

入了每位同学和老师的心灵。 

（四）带领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世界遗产知识大赛，并获得良好成绩 

自 2010年起，学校连续三年参加了在北京、山东曲阜和河南登封举办的全国中学生世界遗产知

识大赛，获得了由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优秀奖，并且分别有学生获得“国学十佳”和“国艺十佳”的

称号。 

（五）构建了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1．建立了完整的教师培训机制，让参与世界遗产教育课题研究的老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精

湛的业务水平和开拓创新的精神。 

我们组织老师们积极参加国内外世界遗产教育研讨会和各级各类培训，带领学生实地考察，先

后参加了三届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五届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第三届世界遗产青少

年教育联席会。同时学校还邀请专家来学校指导和进行内部交流研讨。2010 年 11 月，在《依托北

京世界遗产，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实践研究》的课程渗透启动仪式上，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张光

耀主任和张晓娟老师来校指导。2011年 3月我们召开了“世界遗产与民族教育课程渗透交流研讨会”，

会上语文、美术、物理、化学、英语学科的老师们进行了本学科课程渗透的实例分享和经验介绍，

在不断交流碰撞研讨中提高教科研水平。 

2．关注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的求知欲、传承文明和敢于创新的精神。 

诚如同学们在学习体会中写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完全把自己看成一个高素质的导游，一切都

设身处境的为游客着想，义务服务，宣传知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为别人着想的感觉很让人开心，

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当讲解完成之后，看到游客们满意的笑容，听着他们的称赞，那种从未有

过的强烈的成就感，永生难忘！听着他们说一定会保护世界遗产的承诺，我觉得自己尽了身为志愿

者的义务。”“经过了这么多的活动，我觉得自己不再是当初那个胆小怕事的人了，至少现在我站在

大家面前不会脸红不会发抖了。”„„  

四、成果的社会效益 

1．我校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成果交流活动，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同行的好评。参加“第三界青年

文化遗产日”的活动，我校获得中学组团体金奖，受到“新闻联播”在内的众多媒体的关注；在北

京召开的“ASP 世界遗产教育”世界研讨会上，我校的经验介绍受到参会各国代表的好评和赞扬；

2007 年我校应邀参加中国蓬莱和平论坛 ——世界遗产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我们的成果在

大会上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组织的第

三、四届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联席会议上做了有关世界遗产教育的专题发言，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

评。 

2．我校的成果多次在新闻媒体上报道和在专题会议上发言，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2006 年

我校世界遗产教育案例“世界遗产教育：素质教育的新内容”被《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可持

续发展教育》收录；2008年《世界遗产》杂志对我校“世界遗产教育的途径和模式”做了报道，杂

志社也因此与我们建立了合作交流的联系。2008年我校世界遗产教育成果刊登在《奥林匹克教育之

光》上，得到了社会的好评；2008年《网络科技时代》杂志报道了我们把世界遗产教育课堂搬到遗

产地故宫开展的活动；2008 年《可持续发展教育实施指南》收录了我校开展世界遗产教育案例；2008

年《超越梦想，东城区教育系统奥林匹克精彩撷英》收录了我们开展世界遗产教育活动的案例；2009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创新实践》一书收录了我校的文章“了解、认识、保护世界遗产”；2009

年《可持续发展教育基础教程》一书收录了我校校本课程《我们的世界遗产》教学效果反馈；2009

年《依托北京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人文奥运精神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的研究报告被收录在《北京市

东城区“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汇编》中；东城区学区化网络管理平台经常报道我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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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教育的动态和成果；2010 年《新课程改革普通中学校本课程》收录了我校的校本教材《我们的

世界遗产》；2010 年《核心价值观视阈下世界遗产教育实施策略研究》收录了我校的论文和案例。

2011年《北京市东城区普通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途径与方法研究成果集》收录了我校王和意

老师的案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之旅——故宫义务讲解活动》。 

3．2008 年我校以 ASPnet（联系学校项目示范校）的身分接受来自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教育

专家考察，我们的世界遗产教育成果得到了专家的肯定和好评。 

4．我校学生在遗产地和社区的活动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和肯定。如学生当故宫义务讲解员、走进

社区教中国结等实践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5．课题组王和意老师所作的“故宫之旅”综合实践课在北京市 18 区县综合实践活动特色展示

活动中受到市区领导和同行们的好评，使 65中学世界遗产教育得以展示和推广。 

6．2012年 5月在我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教育视域下的世界遗产教育现场会”，北京市十个区

县的领导和老师观摩了“世界遗产教育与故宫双语导游”校本选修课，听了我校世界遗产教育工作

汇报，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7．我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授予为“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基

地”，并评为优秀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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