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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研究关注从“礼文化”中提取优秀的，发扬现有的（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

恢复被忘却的；找到“礼文化”与时代不相适应的，进行现代诠释与改造。 

⑴反思“崇礼”道德学习目标——“约之以礼”为价值认同 

道德学习是学习主体在学习过程中构建价值体系的过程。作为道德教育的主

体——学校，首先要探索和完善具有学校特色的德育目标，才能在教育实践中使

学生将其内化为自身价值认同。 

（2）构建“博学”道德学习内容——“博学于文”中价值判断 

拓展学生道德学习的新时空。传承“礼乐教化”的厚重积淀，体现“可持续

发展”的时代命题，从传统“礼”文化中选择适合小学生学习的内容，调节传统

与现代的不和谐之处，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予以回答。 

（3）探索“尚学”道德学习策略——“学以致用”时价值选择 

道德的习得和其他知识的学习是不一样的，不是强调“教育者”做了什么，

而是强调“引导者”引导“学习者”做了什么。因此，要在“知”“不知”的基

础上，更注重“信”“不信”，并指向终极目标“行”“不行”。 

（4）指向“爱国”道德学习核心——“多元文化”有价值归属 

在多元价值体系的交互中，探索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对其做独立思考，并在

此基础上做出选择，认同中华传统文化及核心价值观的有效策略。 

2.研究方法 

⑴文献研究：课题组采用文献研究法，不断跟踪相关研究进展。本课题密切

关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教授关于道德学习的最新研究成果，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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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的理论进展，作为研究理论支撑。 

（2）行动研究：课题组采用行动研究法，对道德学习目标确立、内容构建

的缺陷进行探讨，从主体性、综合性视野，构建情境化、文化化的道德学习内容； 

（3）案例研究：立足于道德课程实施的重要环节——教学，采用案例研究

法，对教师引导学生自主构建的道德学习进行样本分析。 

二、结论与对策 

1．明确的目标导向有利于建构学校德育框架 

本研究关注德育目标、内容、途径、方法、评价、资源开发与利用等的整体

构建，其中“目标系统是核心”1。 

（1）诠释府学整体德育目标，确定学生品德发展核心价值 

依据学校“文化立人”办学理念，传承“约之以礼”德育传统，落实“扬优

秀传统文化 养现代文明习惯”，实现价值理念的统一，使统一的价值尺度成为影

响学生品德发展的独特方式。通过对校训的诠释，确立学校德育总目标，凝聚学

生品德发展的核心价值。 

在学校校训中，“爱国、向善”是内隐性目标；“崇礼、尚学”是外显性目标。

在实际操做的层面，通过“博学于文”的学校基础课程（学科课程）落实“尚学”

目标；通过“约之以礼”的学府礼乐课程（德育课程）落实“崇礼”目标。通过

“博学于文”——尚学、“约之以礼”——崇礼，实现内隐性目标“爱国、向善”。 

将“崇礼”作为核心，因为“礼”要体现在人的行为举止上。而“爱国”、

“向善”、“尚学”在行为上也都要体现“礼”，即爱国之礼、向善之礼、尚学之

礼。“礼”是学生培养目标的落实途径。爱国的核心是责任与忠诚，爱国之礼是

忠诚之礼；“向善”就是仁，仁者爱人，向善之礼就是仁爱之礼；“尚学”的核心

是谦虚和崇尚真理，尚学之礼就是谦虚之礼、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明辨之礼。 

（2）细化学段德育操作目标，完善学生品德发展评价体系 

根据《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试行）》“品德发展水平”中“行

为习惯”、“公民素养”、“人格品质”、“理想信念”4 方面内容，18 个关键性指标

力图构建一套指标框架，制定《府学学生品德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并依据

比厄尔等建立的学校文化分析框架，建立府学德育分析框架： 
表 1 府学德育分析框架 

1 林荣凑.“渔场”中小学德育新视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56. 

层面 内容 
可感知的表征 德育价值理念：扬优秀传统文化 养现代文明习惯 

价值理念呈现 1.德育目标 2.德育课程 3.师生事迹 4.学校传统 
5.制度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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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感知的表征 

扬优秀传统文化 养现代行为习惯 
 

价值理念呈现          行为表现呈现 

            1.德育目标            1.特定仪式 
2.德育课程            2.德育活动 
3.师生事迹            3.教、学行为 
4.学校传统            4.校园生活 
5.制度规则等          5.奖励处罚等 

 

观念视觉表现 

1.设施设备  
2.校园媒体宣传  
3.校园提示语  
4.德育活动方案  
5.德育校本教材等 

 
 

图 1 府学德育分析框架图 

研究结论之一：德育可持续性发展最重要特征是德育的有序发展 2。德育目

标指向学生的品德发展。德育目标的预设，为学校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可以

调节和控制德育过程；德育目标的制定，为开发德育校本课程提供了目标指引；

德育目标的细化，可以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鼓舞学生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2．文化视野的学习内容是确保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 

德育课程与教材是对道德学习的引导、辅助和支持 3。小学德育课程和教材

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华传统文化是小学德育课程的主要资源，是小学德育

教材编写中的重要内容 4。研究中充分认识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德育中的

重要性，致力于建立“以学生品德发展为本”的德育校本课程。 

⑴ 建构有吸引力的德育课程体系 

2 牛爽.浅析“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教育思想[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2(05):61-62. 
3 高德胜.高德胜:以学习活动为核心构建德育教材[J].中小学德育,2018(03):79. 
4 孟燕丽,吴丽.中华传统文化与小学德育研究综述[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32):25-28. 

行为表现呈现 1.特定仪式 2.德育活动 3.教、学行为 4.校园生活  
5.奖励处罚等 

观念的视觉表现 1.设施设备 2.校园媒体宣传 3.校园提示语 4.德育活动方案  
5.德育校本教材等 

 

升旗仪式微课程 
教师旗前讲话 

 府学“好少年” 
 “小达人”表彰 

 

《府学•家训》 《府学•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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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转变“德育内容碎片化 5”的现状，需要完善学校德育课程体系，增强

德育课程的吸引力，构建府学“礼”文化道德学习课程体系如下所示： 

表 2 府学“礼”文化道德学习课程体系 

“礼”文化道德学习课程体系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课程开发 实施途径 实施策略 

崇礼 

对待家长 

 “孝” 

 

德育校本课程《府学•家

训》《府学•家礼》 

 

德育课程 

课程德育 

日常生活 

认知模式 

陶冶模式 

实践模式 

对待老师与同学 

“诚”、“信”、“恕” 德育活动 

日常生活 

 

实践模式 

 对待邻里和他人 

“和” 

对待先师、先驱、

先祖 

“敬” 

德育课程 

课程德育 

德育活动 

认知模式 

体验模式 

对待外国友人 

“容”“融” 

德育课程 

德育活动 

日常生活 

认知模式 

体验模式 

实践模式 

这一新的德育课程体系不同于以往较多由认识性德育、活动性德育内容组成，

更加入了体验性、生活化的内容。 

（2）德育内容系统是目标达成的载体 

当前，学校德育内容庞杂，要求我们构建一个重点突出、特色鲜明、便于操

作的德育整体内容。初步确定府学“扬（扬优秀传统文化）•养（养现代文明习

惯）”德育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5 倪邦文.论我国学校德育课程体系的科学构建[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37(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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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学“扬•养”德育 
 
             养成教育       礼仪教育        美德教育    体验教育 
 
国家课程    道德与法治  养成教育行动计划  中华传统美德  核心价值观 
 
地方课程  《弟子规》新解     
 
校本课程   府学《家训》    府学《家礼》    府学“榜样”  日行一善 
 
班本课程     茶韵幽香                        纸艺花开 
 
              进课程          进课堂          进活动      进生活 

 
图 2 府学“扬•养”德育内容框架 

① 德育校本教材《府学•家训》 

编写理念：“家训”有两种基本涵义：一是规范、准则意义上的家范、族规

或家教文献，有较强的教化意义和约束作用；二是家庭教化、训诫活动。前者是

文本，后者是实践，这两方面又相辅相成，彼此为用。教育内容既要包含规范、

准则——学习目标，也要包含典型事迹——学有榜样，更要包含操作指导——学

而能行。 

内容摘要：德育校本课程《府学•家训》，坚持以儿童为道德学习主体的建

设思路，将教育部颁布的品德发展指标体系按学段进行细化，作为《府学•家训》

中府学学子的学习目标。学校层面——将学生的品德发展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

并体现“扬中华优秀文化 养现代文明习惯”的德育理念；教师层面——教材内

容利于开展教育及实践活动；学生层面——重视道德自主构建的过程，指向行为

改变。围绕 18 个品德发展要点，低、中、高三个学段螺旋式建构，引导学生选

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并通过教材留白记录具体

行动，成为学生道德成长记录。 

书稿特点：针对目前学校德育欠缺把育德传统（中华优秀传统）与时代要求

（现代进步价值观）紧密结合的内容，本教材依据德育发展目标，结合育德传统

与时代要求构建主体（学生）学习内容，规范、准则——学有目标；打造品牌主

题活动，典型事迹——学有榜样；拓展实践体验空间，操作指导——学而能行；

体现知行合一理念，多元评价——学重后效。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以校本教材为依托探索德育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传统家训“教家立范”，

既有道理的说服，供府学学子学习；又注重可操作性，供府学学子践行；更关注

品德发展，供府学学子记录成长。 

②德育活动课程《府学•家礼》 

德育活动的课程化建设顺应了课程改革和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6，并从一定程

度上克服了学校德育随意化、碎片化、边缘化的难题。 

德育活动体系化：“礼”作为一种生活化、形象化、具体化、常态化的道德

教育，一直以来受到学校的重视。多年“礼文化”教育形成的《府学•家礼》包

括“入学礼”“拜师礼”“毕业礼”“祭祀礼”等一系列礼仪活动。课题组进一步

丰富了“礼”的教育内涵（如前所述），完善了“礼”的教育实施体系。 

课题组对《三礼》即理想国纲领《周礼》、贯穿人生的礼仪《仪礼》、阐发礼

义的《礼记》进行了研读，找到了“礼”文化教育与“道德学习”内容的对接点： 

表 3 “礼”文化与道德学习内容对接点 

“礼”文化教育内容 “道德学习”内容 

“家礼”、“燕礼”、“丧礼” （人伦）亲子礼节关系 

（物理）保持居室整洁 

八岁：“教以礼让” 

十岁：学习“幼仪”（奉侍长者的礼仪） 

二十岁：“冠而学”（成年礼） 

射礼…… 

（人伦）师生礼节关系 伙伴亲密关系 

（物理）保持环境整洁 爱护公共财物        

士相见礼（宾客礼、长幼礼） （人伦）邻里礼节关系 

（物理）绿化美化环境 爱护公共设施 

释奠礼：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先驱崇拜、先

师祭祀 

（人伦）国民礼仪礼节 

（物理）节约公共资源 

聘礼：最早的外交礼仪程式 （人伦）涉外礼仪礼节 

（物理）珍惜自然资源 

德育活动课程化：搜集相关文献资料，从“礼文化”中提取优秀的，发扬现

有的（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恢复被忘却的；找到“礼文化”与时代不相适

应的，进行现代诠释与改造。课题组将进一步整理相关活动方案，准备辑录德育

活动课程——《府学•家礼》。 

 

 

 

 

6 孙少英.校本德育活动课程化的开发与实践探讨[J].课程教育研究,2017(49):93.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府学•家礼》 

办学理念                      文化立人 

↓ 

育人目标                      约之以礼 

↙    ↓    ↘ 

课程目标             学“礼”  习“礼”  行“礼” 

↙              ↘ 

课程内容             释典礼                祭祀礼 

低年级 启智蒙    入学礼 拜先师 见今师  一进文祠 知其人 

    中年级 知仪节    拜师礼 拜先师 敬今师  二进文祠 知先贤 

高年级 行礼仪    谢师礼 拜先师 谢今师  三进文祠 学先贤 
↖                  ↗ 

课程实施             班主任+班会课+校园环境+活动方案 

     ↙              ↘ 

课程评价                行为观察+学生作品+节目展演 

图 3 《府学•家礼》课程框架 

研究结论之二：府学德育文化是由“厚重传统”——六百年礼乐教化、“育

德理想”——扬优秀传统文化，养现代文明习惯、“特定位置”——比邻文祠、

“独特地位”——府学学府等构成的教育范畴。府学德育需要“生活化”的目

标引领、“体验化”的方式实施和“课程化”的操作规范。 

《府学•家训》关注生活化教育，将“德育课程”（有较系统的价值观念和

社会规范传承）与“日常生活”（ “日行一善”行善记录联系社会生活）相结

合。《府学•家礼》关注体验式教育，在学校活动中获取知识、技能和与经验，

不仅帮助学生积累与他人的相处体验，从中也使“礼”成为了府学学子的一种

精神追求和人生态度。 

3．强化内化式体验的道德学习有助于提高德育实效性 

小学德育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立足生活。 

⑴ 《府学•家训》的道德学习——知行合一 

① 传统文化达成“善”的认同——晓之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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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多体现优良传统美德的、精短却蕴含丰富德育思

想的内容，从现代德育视角出发，对其中的德育精华进行深入挖掘，发现其中包

含着极具现代感的德育理念，如生活德育，并涵盖了对知、情、行的引导。 

以《府学•家训》“乐于助人”这个品德发展要点的内容选择为例。低年级以

“说文解字”、中年级以“助的传统”、高年级以“身教故事”阐释“助”的内涵，

达成“善”的认同。 

②  “日行一善”达成道德实践——动之以情 

知行合一、践履笃行、修身立德是我们倡导的道德学习方式。为此，我们以

“日行一善”活动达成“助”的践行。低年级重在帮助谁——幼小、老人、残疾

人等；中年级重在怎么帮——敬老、扶幼、助残、济困等；高年级重在多渠道—

—社区服务、慈善救助、公益活动、志愿行动等。道德学习引导学生回归生活，

在“助人为乐”的践行中，感受道德的美好。 

4．《府学•家礼》的道德学习——实践体验 

以“释奠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仪式是一种表演性活动，也是德育的有

效形式。仪式经历就是一次观察性学习、体验性学习的道德实践过程。7 

学校借助比邻文祠的独特资源优势，组织祭祀文天祥的“三进文祠”系列活

动，旨在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礼”文化之“释典礼”、“祭祀礼”——学习伦理

知识；学习祭祀活动中应该遵守的礼仪——建立伦理理念；在“祭奠文丞相”教

育实践活动中，学习文天祥的凛然正气和爱国情怀——训练伦理技能；通过“清

明扫墓祭祖”等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形成伦理能力。 

表 4 祭祀礼“三进文天祥祠” 

祭祀礼——三进文天祥祠 

课程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体验 拓展活动 

一 进

文 天

祥 祠

（ 低

年级） 

1． 参观文天祥祠，对文

天祥有初步了解。 

2． 会背文天祥一句著

名诗文。 

3.了解文天祥的一个小

文天祥是我国南宋时期

的民族英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过零丁洋》中最著名

习祭礼——祭

文丞相 

 

 

 

 

 

7 盛况.中国传统教育仪式的道德内涵分析[J].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17,27(03):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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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的诗句。  

 

 

 

国家公祭——

兼爱非攻 

 

二 进

文 天

祥 祠

（ 中

年级） 

1. 通过参观文天祥祠，

了解文天祥及其生

活的时代。 

2. 熟读、会唱《正气

歌》。 

3. 知道《正气歌》中缅

怀的十二位历史人

物，并知道他们分别

是哪个朝代的人物。 

《正气歌》是在狱中写

成的。 

12 位历史人物为春秋时

期的齐庄公和董狐、秦

朝的张良、汉代的苏武

和管宁、三国时期的诸

葛亮和严颜、东晋的祖

逖、西晋的稽绍、唐代

的张巡、颜皐卿和段秀

实。 

知祭义——祭

先贤先烈 

 

三 进

文 天

祥 祠

（ 高

年级） 

1. 通过参观文天祥祠，

对文天祥《正气歌》

的内涵有进一步的

理解。 

2. 阅读相关历史书籍，

了解《正气歌》中缅

怀的十二位历史人

物的故事。 

12 位历史人物的小故

事。 

思时敬——祭

先师先祖 

文化

传承 

了解先烈先贤 继承优良传统 传承民族文化 维护世界和平 

道德

学习 

学习道德知识 认识道德价值 培养道德情感 强化道德判断 

 “礼”的仪式活动就是“日常的”道德学习。府学德育校本课程《府学•

家礼》的话语体系——讲述“中国故事”，解读“中国文化”，践行“中国价值”，

着力于道德、优秀传统文化的立体涵养。 

研究结论之三：学校道德教育的价值引领与学生道德的自我构建的途径是

“德育活动的情感化”，即在德育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道德人格的崇高、

道德人生的温暖。那么育德过程就会变成令人愉悦的文化之旅、精神之旅、幸

福之旅。德育才会焕发出本应具有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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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升德育评价导向性发挥教育能量 

德育 “知易行难”的考问使“学生品德发展水平”的评价成为教育评价特

别值得关注的方面。德育评价改进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是解决德育目

标与实现之间难题的途径。 

德育评价蕴含着巨大的教育能量，具有导向功能、强化功能、信息诊断和反

馈功能等。8品德发展评价同品德发展目标密不可分。以“乐于助人”这一评价

要点为例，细化了“乐于助人”评价标准，并以此作为“府学•家训”对府学学

子的要求。 

表 5 府学“乐于助人”指标评价框架 

 

 

 

 

 

 

 

 

评价标准指向发展目标。低年级重在评价应该帮助谁——幼小、老人、残疾

人等；中年级重在评价怎么帮——敬老、扶幼、助残、济困等；高年级重在评价

可以多渠道帮助——社区服务、慈善救助、公益活动、志愿行动等。这是一个道

德自主构建的过程。 

研究结论之四：德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学习者的道德发展服务”9在实践操

作层面，德育评价目标和内容还是存在“高、大、全”的情况，还缺少结构合

理、信效度科学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要构建以促进学生的品德发展为

根本宗旨，具有可操作性的德育测评指标体系,评价过程关注主体的发展——道

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意志、道德信仰协调发展。 

三、成果与影响 
直面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才是一个有价值研究的开端和起始。如

8 仲建维.  德育评价应超越量化取向[J]. 教育研究. 2014(05) 

9 黄旭. 形成性小学德育评价研究[D].西南大学,2006. 

乐于助人 

低 

1． 能够给比自己小的孩子、老人、残疾人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在朋友、同学遇到困难时，想办法用正确的方法帮助他（她）； 

3． 了解雷锋事迹，积极参加“学雷锋”活动。 

中 

1． 能够为父母、师长做点有益的事情； 

2． 能够为身处不幸中的人做些事情； 

3． 积极参加敬老、扶幼、助残、济困等活动。 

高 

1． 能够参与社区服务和志愿行动，为别人服务； 

2． 有爱心地生活； 

3． 记录爱心行为，并为此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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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是一个面对问题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好的研究质量。德育也肩负

着“有效提升青少年可持续发展学习素养”的责任。10“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

基于礼文化的道德学习”流程： 

府学•家训↘                          ↗制定践行方案↘ 

理解学习目标→学习课程内容                达成学习目标→评价学习效果 

府学•家礼↗                          ↘制定活动方案↗ 

图 4 “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基于礼文化的道德学习”流程 

将德育作为“行为学科”来研究，通过“礼”的融入，找到“礼”与“道德

学习”的相通之处，突破“礼”与“道德学习”的矛盾之处，解决德育实施的封

闭性导致针对性差的问题。从道德学习主体——学生视角审视当下道德教育实效

性问题，通过“礼”的筛选，解决德育目标超高性导致的达成度差的问题。从道

德学习内容的建构思考，怎样的内容结构才能促进学生的道德学习，通过“礼”

的学习，解决德育内容多变性导致的稳定性差的问题。在道德学习过程中研究，

怎样的学习方式才能够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通过“礼”的践行，解决德育方式

单调性导致的教育效果差的问题，是课题 5年来主要的研究与探索。 

情（ 情感 ）    知（ 理性 ）    意（ 意志 ）    行（ 行为 ）     能（ 能力 ） 

“家训•家礼”   “推己及人”    “克己复礼”    “崇礼知乐”     “修礼达情” 

“礼”近人情      肯定强化        协调行为        和谐关系         人际交往   

家庭配合课程    班级多维生活      健康自我        社会自我         社会生活   

学习“著其义”    体验“刑仁”    训练“讲让”    评价“考其信”     运用“行而乐” 

 

“礼之大成” 

弘扬传统  顺应时代  符合人情  迎合本心 

图 5 “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基于礼文化的道德学习” 

四、改进与完善 
1．进一步完善《府学学生品德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每个维度学段操作

定义的描述要分出层次，如知晓层面、意愿层面、践行层面……。 

2．进行课程开发，撰写府学德育校本教材《府学•家训》、《府学•家礼》。传

10 史根东.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的呼唤——未来五年中国 ESD 思路[J].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

201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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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是百年府学育德的抓手，经典导正是百年府学德育的途径。可以从核心理

念——全人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构建——课程体系、活动体系、日常行为；实

施与评价等方面凸显“知行合一”的特色。 

3．学校德育体系建立了，各德育角色的领会，并使各自的德育工作在千头

万绪中具有这一逻辑关系，需要有推进的是德育队伍建设。 

4．制订了《府学学生品德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但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繁

难，又该如何解决，也是要攻克的难题。 

五、成果细目 
表 6 课题阶段性成果 

完成主要

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完成、获奖或发表时间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有效推进——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教育

特色的实践 
论文 

2018 年 1 月发表于《中国

教师》ISSN 1008-228X  CN 
11-4581/G4 

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的“礼”

文化学习 
论文 

2018 年 1 月发表于《中国

教师》ISSN 1008-228X  CN 
11-4581/G4 

依托礼文化的道德学习促进学生

可持续发展 
论文 

2018 年 9 月发表于《北京

教育学院学报•2018 增

刊》ISSN 1008-228X  CN 
11-4581/G4 

校本“崇礼”育人促进学生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 
论文 

2018 年 9 月发表于《北京

教育学院学报•2018 增

刊》ISSN 1008-228X  CN 
11-4581/G4 

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基于礼文

化的道德学习 
论文 

2016 年 10 月发表于《面

向 2020 的教育创新》ISBN 
978-7-303-21396-2 

“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基于礼

文化的道德学习”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2016 年 4 月发表于《探究

教育科研的内在意蕴——

府学优质教育资源带“十

二五”科研成果集》ISBN 
978-7-5077-4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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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基于礼文

化的道德学习 
论文 

2016 年 4 月获北京市

2015-2016 学年度基础教

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

奖 颁奖单位：北京教育科

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科学研

究所 
 

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基于礼文

化的道德学习 
论文 

2016 年 5 月获北京市第五

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

研究成果一等奖 颁奖单

位：北京市教育学会 

缅怀英烈 践行礼仪 活动方案 

2014 年 6 月发表于《赏玩

感受美丽 丰盈智慧心灵》

ISBN 978-7-5304-7112-8/G
•2079 

《缅怀英烈 践行礼仪》案例分析 案例 

2014 年 6 月发表于《赏玩

感受美丽 丰盈智慧心灵》

ISBN 978-7-5304-7112-8/G
•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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