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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批准号：BBA13034 

课题级别：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课题负责人：徐骏 

主要成员：徐骏、宋淑英、侯建辉、施双艳、张晓峰、马鹏飞、奚群、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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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学校特色

化发展。教师依托门头沟丰富的区域资源和北京市地球科学实验室，以学生为需

求为出发点，积极开发以地球科学为核心的特色校本课程，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

供发展的平台，培养创新型人才。 

以“地球科学”为核心的特色校本课程在开发与实施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实践

性与学科课程、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的理念，以地

学实验和野外实践活动为主导，根据学生的认识规律开发了三级阶梯式校本课程

模式，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发展的需要。 

二、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一）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1. 以“地球科学”为核心三级阶梯式校本课程体系的建构

课程是达成学校教育目标和培养优秀人才的最重要载体，是学校特色建设的

核心任务。构建初高中各具特色有机衔接的课程体系，是我校课程建设的目标。

我校根据学生需求与区域特色，立足学校实际，以“地球科学实验室”为依托，

积极开发以“地球科学”为核心的校本课程体系，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动手创作，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的建构上，根据不同

学生的学习层次和需求，建设基础性课程、探究性课程和熏陶体验性课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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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阶梯式课程体系，搭建促进学生多样化发展的平台，凸显我校创新人才培养

的课程特色。 

（1）基础性课程----知识拓展 

基础性课程主要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天文、地质、气象和水文等相关知识

普及，对学生进行科学启蒙教育，初步培养学生对地球科学领域的兴趣和关注，

为后续研究提供知识储备。每学期完成 2～3 个简单的地学实验，创造科研氛

围，激发学生研究地球科学的欲望。 

（2）探究性课程----大学先修与探索实验 

探究性课程是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以地球科学实验室为依托，在高一、

高二年级选拔一些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学生，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和微课题研究

活动，并聘请大学教授、地质博物馆专家等对学生进行辅导，每周开展一次地

学实验，进一步培养学生科研意识和实践、创新能力。 

（3）熏陶体验课程----实践拓展 

地球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通过组织学生开展野外地质考察、天

文观测、重访古村落、参观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实践活动，丰富知

识和情感，激发学生的探索意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感受更多科学的魅力。 

除此之外，校本课程还将兼顾物理、化学、生物等其他学科，主要从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开发校本课程，力求做到重点突出，类型多样，

层次分明，既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又为研究性学习、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

平台。 

2. 探索跨部门、跨区域协同培养创新人才的课程模式 

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我校将以北京市丰富科技、人文的资源和地球科学

实验室为依托，积极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科研院所和科普场馆建立联系，同时聘请首师大

附中、十一学校、京源学校等名师对学校教师、学生进行培训，开设大学先修课

程，探索区域间“跨学校、跨学段、跨部门”协同培养创新人才的校本课程工作

体系和横向协作体，共同实施面向创新人才的培养行动，使得热爱科学、素质全

面、有潜力的优秀学生在校本课程中都能得到更好的培养和发展。 

3. 整合教育基地、科普场馆优势资源，进行教学化开发 

课程资源是丰富多样的，涉及学生学习与生活环境中所有有利于课程实施、

有利于达到课程标准和实践教育目标的教育资源。学校要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类资

源，形成多样化的校本资源系统，不断的进行课程资源的积累和课程特色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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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学校资源短缺和社会教育资源闲置的问题。本课题主要从校内资源和校外资

源两个角度进行资源开发的研究与探索。 

（1）校内资源 

我校课程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已经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天象馆、完善了拥有二

十年观测历史的地震监测室，正在兴建北京市“地球科学”重点开放实验室，还

有一大批敬业的地球科学爱好者，丰富的校内资源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设备和人

员保障。我校以“地球科学”实验室为依托，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层次和能力，

积极开发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如地质学、水文学、气象学等，以开放的课程体

系促进开放的研究课程的设计和实施，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2）校外资源 

北京市拥有丰富的科技、文化与教育等资源，如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天文

馆、中国自然博物馆、灵溪教育基地等。在研究实施的过程中，关注对这些科普

场馆资源的教学化开发，逐步形成符合中学生成长需求的探究体验素材，组织教

师和学生对已开发的探究体验素材开展教学实践，形成以“地球科学”为核心的

熏陶体验类校本课程，并使之系统化、科学化。 

4. 完善课程评价体系，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为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提高校本课程的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课程

评价是校本课程管理中的重要一环。课程评价要突出本校的课程特色，充分尊重

学校师生以及学校和社区环境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强调在自我反思、自我体验的

过程中，使人的自主性得到健全的发展。根据评价的时间不同，可以把评价分为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这两者各有所长，在校本课程开发的评价过程中，它

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手段。 

5. 完善网络平台，校本课程数字化 

我校将以数字校园为依托，充分利用北京市其他优质资源与海量信息进行

共享，开展校本课程研究的各种实施工作，如教师网上备课、网上录课，学生

远程听课、在线评课等。积极开展远程教学中同步课题研究、论坛开放及网络

作业的收取与评价研究，并做好特色校本课程推广工作。 

（二）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资料和相关著作，对国内外校本课程、创新人才培

养的内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归纳，分析“地球科学”课程在国外的开设现状以

及对创新人才培养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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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动研究法：采取明确问题——调研分析——制定措施——付诸实践——

效果评估这样的研究模式，深入教学之中，积极开展以“地球科学”为核心校本

课程的深入研究。引导教师在开发校本课程、培养创新人才的过程中不断的实践、

反思、再实践。在研究中教学，在教学中研究。 

 3. 调查研究法：通过调查问卷、访谈、观察等途径比较学生在参与校本课程

前后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格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分析以“地球科学”为

核心的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在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培养中的作用。 

三、课题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一）主要结论　 

1.转变了学生的思维 

以“地球科学” 为核心的特色校本课程，以其独特的教学风格和灵活的实

施方式，贴近学生生活，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学习和各种地质考察过程中，学

生的情感被激发，更加热爱周围的一切。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学校聘请了北京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博物馆专家对学生进行指导。在与教授们交流的过程中，

学生思维更加活跃，学会了思考与质疑，科学素养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对地

球科学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2.促进了教师专业化成长 

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学生在成长，教师也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在课程

建设过程中，教师依托区域地质资源和地球科学实验室，积极进行以“地球科学” 

为核心的特色校本课程开发与研究，专业素养不断提升。在课程建设与考察过程

中，积极聘请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博物馆等领域的专家对教师进

行培训和指导，在专家交流的过程中，教师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逐

渐向科研型教师迈进，促进教师专业性发展。 

3.丰富了学校校本课程体系 

以“地球科学” 为核心的校本课程丰富了学校课程体系，为创新实践类课程

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学校特色，培养创新型人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以“地

球科学” 为核心的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实现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同成长、

共进步，课程体系更加完善，办学特色越加鲜明。 

（二）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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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充分体现了实践性与学科性、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校内教育与校外

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并整合各种优势资源，逐步探索出我校特有的阶梯式教

学模式，目前主要呈现出如下创新点： 

1.探索“地球科学”为核心三级阶梯式新型教学模式 

在校本课程开放与建设过程中，立足学校实际，根据我校不同年级、不同层

次的学生需求，以“地球科学实验室”为依托，建设基础性课程、过渡性课程和

熏陶体验课程，形成三级阶梯式课程体系，搭建促进学生多样化发展的平台，促

进创新人才培养。针对全体学生以科学启蒙为主，开展各种科普讲座与地质考察

活动，激发学生对家乡的了解与自然的热爱；针对部分对地球科学感兴趣的拔尖

人才开设大学先修课程，组织学生在开展各种地学实验与小课题研究等活动，提

升学生科学素养、培养创新精神；为了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开展各种野外考

察活动。通过阶梯式教学和校内、校外相结合的方式，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发展

的需求。 

2. 探索出师生成长的新形态 

在以“地球科学”为核心的特色课程建设和实施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在

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的教师成长模式和学生成长新形态。学校与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积极聘请专家教授对我校教师进

行培训和指导，引导教师在科学家身边不断学习与发展。与此同时，学校积极搭

建校际间交流与展示的平台，鼓励教师围绕地球科学和创新人才进行特色校本课

程开发和实验研究，走出校园，多交流、多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科

研意识。 

3. 探索了“跨学科、跨区域、跨部门”联合培养的新途径 

在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过程中，学校整合了校内外的多个学科，组织多位教

师协同开发课程，探索培养人才的新途径。同时，以北京市丰富科技、人文的资

源和地球科学实验室为依托，积极与高等院校和科普基地建立联系，聘请这些部

门的专家亲自为学生授课、为教师指导，共同实施面向创新人才的培养行动，探

索了“跨区域、跨部门”联合培养的创新人才新型育人模式。 

四、研究成果推广的范围及社会效益 

以“地球科学”为核心的特色校本课程，以其独特的教学风格和灵活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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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贴近学生生活，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地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几乎辐射到 自然科学 的各个领域，对于培养的综合思维和创新意

识有重要的意义。依托地球科学实验室构建特色校本课程成为学校特色学科，在

全校乃至全区具有重要的辐射意义。 

该课题研究的部分成果 “校园环境下物候观测与研究”实践活动方案被北

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采纳，收录到地方教材《北京市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项目

手册》地理部分，供全市中学生使用。研究成果“开发特色校本课程，促进创新

人才培养”一文于 2016 年 12 月在《地理教学》第 12 期上发表。有 4篇文章活

动市级以上奖励，两个典型课例活动国家级奖励。本课题研究成果在分别在市级

教研活动和首师大共同体科学嘉年华中分析进行了展示与交流，获得与会市级专

家和领导的高度认可。 

依托地球科学实验室，开放特色校本课程逐步得到社会媒体的关注，具体如

下： 

1.市级报道 

2016 年 11 月 18 日，北京日报采访了学校的课程嘉年华，并对地理科学实

验室开放的特色创新校本课程进行了深入报道。 

2016 年 11 月 21 日  腾讯教育刊登了题目为“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办课程

嘉年华，展示幸福教育成果”的专题报道，尤其对地球科学实验室的特色校课程

进行了肯定。 

2015 年 11 月 25 日 BTV 新闻直播北京对“依托地球科学实验室，开发特色

校本课程”进行专题报道。 

2.区级报道 

2016年 9月 18日  科学大课堂之中国地质博物馆专家走进首师大附中永定

分校，题目：美丽的矿物与岩石。 

2016 年 9 月 25 日  名师大讲堂之院士进校园，题目：古生物漫谈。 

3.市级研讨会 

2015 年 10 月北京市首师大共同体科学嘉年华活动 

2016 年 11 月北京市首师大共同体课程嘉年华活动 

2017 年 1 月北京市课程建设研讨会 

五、主要研究成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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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地球科学”为核心的校本课程体系建构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报告 

（二）精品课程建设成果集与录像集 

根据学生需求与区域特色，立足学校实际，以地球科学实验室为依托，积极

开发以“地球科学”为核心的校本课程体系，精品课程有《美丽的石头会说话》、

《神秘的宇宙》、《气象万千》、《化石辨认与采集》、《门头沟植被调查与研究》等，

同时聘请大学教授进行专题讲座。 

（三）《美丽的石头会说话》系列校本课程教材的开发与编制 

    整合优势资源，编制了《美丽的石头会说话---矿物篇》、《美丽的石头会

说话---化石篇》、《美丽的石头会说话---宝石篇》、《门头沟植被调查与研究》

等。 

（四）野外地质考察录像与活动集 

为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社会实践能力，将所学知识应用实际之中，整个门

头沟丰富的区域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地质考察活动，有”灵溪教育基地地质

考察”、“爨底下古村落考察”、“清水湾地质灾害考察”、“下苇甸地质考察”

等，并编写了地质考察集。 

（五）发表文章与获奖论文 

 出版物 

1.课题研究成果“校园环境下物候观测与研究”实践活动方案被北京教育科

学研究院采纳，收录到地方教材《北京市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项目手册》地

理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5 年 3 月，书号 978-7-02-010797-1；

字数 1015 个。 

2.主编《杏坛甲子，幸福花开》一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6

年 10 月。课题部分成果研究成果被收录其中，如“开放特色校本课程，促进创

新人才培养”、“地震模拟与成因探究教学反思”、“开展实践活动，培养学生

能力”等。 

3.主编《5+X 教学模式》一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6 年 10 月，

凸特色显校本课程 X模式的育人特色。 

 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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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论文“开发特色校本课程，促进创新人才培养”一文于 2016 年 10 月

在《地理教学》第 12 期上发表，字数 3106 个。 

2.阶段性研究论文“整合优势资源，培养天文学领域的创新型人才”于 2017

年 3 于在《求知导航》一书发表，字数 1513 个。 

3.课题研究成果论文《依托地球科学实验室，开发特色校本课程》于 2017 年

3 月在《文理导航》发表，字数 2196 个。 

 获奖论文 

2016 年 11 月    课例《人类面临的主要环节问题》获得国家级一等奖； 

2015 年 11 月    教学设计《水土流失成因探究》获得国家级一等奖； 

2016 年 6 月    论文“依托地球科学实验室,开发特色校本课程”市级一等

奖； 

2015 年 11 月   优秀课程建设成果“美丽的石头会说话”获得市级二等奖； 

2014 年 9 月    智慧教师征文《开发特色校本课程，促进创新人才培养》获

市级二等奖； 

2014 年 9 月    论文“以地球科学为核心的特色校本课程开发与创新人才培

养”获得市级二等奖； 

 

 六、研究改进与完善 

在未来的课程开发与实施过程中，将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创新组织形式，进

一步深入研究实施方法，力求该课程更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发展。 

（一）课程建设方面 

在课程建设方面，我校将进一步发挥地球科学实验室的作用，加大实验类

课程和实践类课程的开发，给学生更多的主动思考与研究的空间，用学科资源

激发出学生的新兴趣。同时，关注物化生地等学科间的内在联系，建立跨学科、

多样化、系列化校本课程体系，突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课程特色。力求该课程

在校本化中体现科学性 ，在系列化中体现广泛性 ，在体验化中体现实践性 。 

（二）教师专业发展 

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学校将加强区内外交流与合作，建立交流展示的平台，

整合各种优势资源，加强专家对教师的指导，引导教师开展基于课程开发与创新

人才培养实践的行动研究，在课程开发与科研实践中不断成长。进一步完善教师

评价制度，鼓励教师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的，结合自身特色，积极开发以地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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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核心的特色校本课程。 

 （三）学生发展方面 

在学生发展方面，教师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自主研究的空间，带领学生结合区

域特点，深入开展小课题研究活动，如马兰黄土的形成、溶洞的形成等，并定期

邀请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地质领域的专家开展专题讲座活动，丰富学生的

视野、提升学生的科研意识。在此基础上，学校将积极搭建校际间学生交流展示

的平台， 鼓励学生开展各种研究活动，在学习交流中启迪思维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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