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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ESD）项目实验校，自 2001 年参加 EPD 和 ESD 项目以

来，我校认真学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精神，在全面 ESD项目和推进“为学生创建一

座乐园”的过程中，把“尊重的教育”融入学校的办学目标，渗透在课程建设、环境建设等各个方

面，为师生搭建起多方位、多层次的发展平台，成为一所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学校。 

一、实践研究的过程 

“尊重的教育”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目的是尊重差异，因材施管，因材施教，让

每一名师生都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在实践上具有激励人、教育人、塑造人、指导人的作用。主要

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探索可持续发展教育，初步提出“三个尊重”的思想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现代教育的主流思想，它是以未来为导向的价值观教育，把教育的目光锁定

在人和世界的发展上，根植的是一种“做自己，想他人”、“做今天，想明天”的前瞻意识和观念。

2001-2003 年，结合学校历史及多址办学特点，依托望京科技园校区，初步提出“尊重环境、尊重

资源、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教育思想，尝试建构“一物多用，物尽其用”的育人环境。在“首届国

际可持续发展教育研讨会”上，向来自世界 27个国家和地区介绍经验。 

（二）构建特色的育人环境，形成“四个尊重”的办学理念 

2004-2007 年，在总结和反思“三个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提出“尊重学生发展需求”。

召开“以尊重理念为引领，促进学校和谐发展”的课题推进会，初步形成以“四个尊重”为核心的

办学理念，并将其目标化、课程化、行为化。在“朝阳区校长办学思想研讨会”上，向全区教育系

统介绍办学特色与管理经验。 

（三）完善尊重的教育理念，系统形成学校育人的目标体系  

2008-2012年，全面推进尊重的教育理念，形成“整体有特色，校校有特色”的体系。围绕“北

京情、中国心、世界人”的培养主线，建立了乐园目标体系和育人体系，有效促进了尊重的教育理

念的落实。并正式立项两个课题：一是“深化尊重教育，推进学校特色与品牌建设的研究”，成为朝

阳区“名校长工程”重点课题。二是“以尊重为价值导向，培养学生尊重行为习惯的研究和实践”，

被中国教育学会认为是“最有特色的实施，最有成效的推进的课题”。 

二、实践研究的成效 

我校“尊重的教育”创造性的以“四个尊重”为核心，制定出相辅相成的发展目标体系，形成系统

化、科学化、可操作的课程体系和评价机制，使教师专业化不断迈向新台阶，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细化四个层面核心内容，丰富了尊重的概念和内涵  

“尊重的教育”这一办学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学校 50多年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在

前任校长“创建一座学习乐园”目标基础上的持续创新，对于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就概念而言，尊重是指重视、敬重、恭敬。它有三层含义：懂得与理解，包容与赏识，重视与

敬重。就内容而言，其核心内容是“尊重价值”和“尊重差异”，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层面，一是

尊重规律，二是尊重文化，三是尊重环境与资源，四是尊重所有人。这四个层面环环相扣，其中，

尊重规律是基础，尊重文化、尊重环境与资源是中间介质，尊重所有人是终极目的。 

（二）构建育人层级指标体系，创新了尊重的教育和目标体系 

为使“尊重”理念落到实处，学校进一步完善“为学生创建一座乐园”的目标体系，从四个层面完

美地包容着尊重的理念和教育价值，体现出为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智慧（见表 1）。 

表 1  “创建一座学习的乐园”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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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享有 
环境教育 
浸润之乐 

突出以尊重学生发展需求为本  体现色彩多元，内容多元，形式多元 

突出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为本 体现鲜明的北京情、中国心、世界人的主题文化特色 

突出以尊重环境资源为本 体现非需勿用、一物多用、物尽其用 

享有 
管理文化 
温馨之乐 

突出“真”字 知真情、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 

突出“助”字 发现、点燃、分享、提升 

突出“导”字 先导发展，实施星级评审制度 

享有 
人际交往   
归属之乐 

突出“尊重差异、尊重需求”  开展多样化的学生社团活动 

突出“尊重所有人” 开展坦诚交往、知恩感恩等良好习惯培养活动 

享有 
课程学习 
探究之乐 

突出“尊重所有人”  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三、四、五”课堂文化体系 

突出深化尊重主题的三级课程内容 整合整体推进体系 

突出多样化的校本课程 落实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突出“尊重文化” 开展深化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 

同时，以尊重教育理念为依据，建构育人目标体系，由 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三级指

标要素构成，使全校师生的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突破了单纯以分数为标准的评价方式（见表 2）。 

表 2  学校育人目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探究 

乐学 喜欢参加各种学习活动，独立阅读，知识丰富 

善思 善于发现、好于提问，思考时有条理、多角度，会比较、能举证 

笃行 具有时间管理的能力，能围绕问题尝试研究，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合作 

分享 善于倾听，坦诚交往，乐于敞开心胸，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思考、实践成果展示给同伴 

协商 能平和地沟通不同想法，言谈举止大方得体，共同商量，形成最佳方案 

共赢 在学习或合作的过程中，能够做到优势互补、共享成长与发展，实现双赢 

包容 

接纳 善于倾听，有不同想法和意见时能换位思考，理解不同的思想和文化  

赏识 能发现他人的优势，善于鼓励、赞扬，促其进步和发展 

宽恕 能客观分析问题、原谅过失、给人改过的机会，等待改进结果 

超越 

坚持 健身健心，意志坚强，能够承受挫折，不怕失败，持久发展 

挑战 敢做昨天没做或未成功的事，能够战胜困难 

创新 敢于突破思维定势与局限，能够不断质疑，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考并进行实践  

（三）开辟多元实践活动路径，落实了尊重的建设和实施  

1．尊重学生差异，建设联动的课程体系，培养探究学习能力 

首先，从尊重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使学生个性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目的出发，

建设充分体现“四个尊重”主题的特色课程体系，把“尊重的教育”这一理念课程化，分别由四个

校区按年度推进研究，努力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能力，并将这些能力的培养作为评价师生教学的重

要依据之一（见表 3）。 

表 3  探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目标及评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倾听能力 会  听 记得住，说的出，想的广，思得深 

质疑能力 好  问 学必有疑，有疑必问，问必得法 

实践能力 

能  查 
多种渠道快检索，对比分析抓关键， 

重点筛选能提炼（查得出、查得快、查得准、查得好） 

乐  做 
课前学习有准备；课上合作善交流，解决问题有实效，总结反思出规律；

课后迁移能应用 

其次，因地制宜、多元开发课程资源，校本课程从 2007年的 80门发展为现在的 4大类 128门，

呈现出“尊重需求，主体突出，重在发展”三个明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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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尊重教师劳动，建设特色的课堂文化，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建立并完善“因人施导、因人施管”的“星级教师评审制”。加大骨干教师的培养力度，引进《专

家型教师成长案例研究》课题，成立研修小组，实施定人、定向、持续培养。2009-2012 年，我校

市区级骨干教师从 30人发展到 51人，提高了 9个百分点。学校教师各类获奖比例也呈逐年提高的

趋势。 

建构体现“教师主导、学生中心”的课堂文化。围绕体现尊重的“一二三四五六”课堂文化标

准（见表 4），在 2009—2012 年分别召开了“尊重文化浸润课堂”、“落实三个百分百良好习惯益终

生”、“利用多种资源  增强课堂实效”等近 10次市区级现场会。 

表 4  “教师主导，学生中心”的课堂文化标准 

指标 要素 

一个核心 尊重差异，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 

二个体现 体现开放性和多元性 

三个我会 我会倾听、我会质疑、我会实践 

四个带进 把笑脸带进课堂、把民主带进课堂、把多元评价带进课堂、把现代化教学手段带进课堂 

五个让 目标让学生明确，问题让学生提出，过程让学生参与，规律让学生发现，学法让学生归纳 

六个问 
学情分析“透”，学生关注“全”，学习层次“分”，学习兴趣“浓”，思维引导“深”、学习

收获“大” 

3．尊重学习实践，打造多彩的云鹤社团，提升自主创新意识  

围绕“北京的胡同”“走进中轴线”等文化主题，开展系列学生实践活动。目前已形成“立足课

堂延伸课外”的主题探究型文化实践模式。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云鹤社团活动，打造特色社团，

已形成科技、文化、艺术、体育 4 大类 106 个学生社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精品社

团达 26个之多，并多次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成绩显著，近三年获一等奖的就提升 3倍。如：在全国科

技创新、北京市金鹏论坛、北京市创新大赛等含金量高的奖项中均多次获得一等奖。 

4．尊重环境育人，建设多元的课程资源，创建学生成长乐园 

四个校区从“尊重文化”到“尊重环境”，从“尊重资源”到“尊重生命”，处处渗透着“尊重

的教育”的理念，营造了一个“师生共创，动态生成”校园文化环境，如：南北校依托“品味北京

文化”等课程建设了“京味文化楼”，新城和科技园校区依托“服饰和民居文化”等课程建设了民居

文化墙、民族文化楼。目前，四校区的环境特色已成为促进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教育基地，成为向

北京市、全国乃至国际交流和展示的窗口。 

三、成果的社会影响 

经过十余年的研究与实践，“尊重的教育”已成为我校的办学特色和品牌，在赢得各级领导及社

会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人民网、新浪网、《北京青年报》等 18 家主流媒体的持续关

注。近三年，学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先进校”、“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学

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试验项目学校”等 30多项荣誉称号。 

（一）“尊重的教育”课程建设如火如荼 

自 2009年成为北京市校本课程基地校和示范校之后，相继主办或承办“北京市三级课程整体推

进的策略研究”、“北京市基础教育电子教材开发机制与实验研究项目阶段研讨会”等 6 次市级课程

建设研讨会。 

依托课程建设，学校出版了《品味文化—让师生的潜能获得最大发展》、《北京情中国心——三

级课程整体推进教学设计荟萃》等系列体现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教材、读本和专著 10余本。在北京

市率先开展“运用移动终端设备，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实验，使用电子教材和平板电脑授课，有 10

多门校本课程已被人民教育网网站录用展示。 

（二）“尊重的教育”实践工作硕果累累 

1．创办并出版发行了 12 期《尊重》校刊，定期宣传学校在教育教学、科研、学生活动等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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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信息和成果，全部免费向师生及家长发放。 

2．组织并编写《尊重教育手册》，梳理了学校实施“尊重的教育”实践研究成果，形成了学校

独特的文化积淀，作为学校全体师生共同的行动指南。 

3．印制了《白家庄小学 2003—2011年新闻简报》，将各类媒体对我校进行宣传报道的文字进行

梳理，形成学校实施尊重的教育实践研究成果荟萃。 

4．编制了《走向世界》第一辑和第二辑，将 2007—2011 年间开展国际交流的师生学习成果进

行汇总，有效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化教育与交流水平。  

5．2011 年 4 月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课题《培养未成年人体现尊重意识的行为研究》

的结题鉴定会上，我校《以尊重为价值导向培养学生尊重行为习惯的研究与实践》分别荣获优秀组

织奖、研究报告一等奖、校本教研一等奖。 

6．“十二五”期间，我校申报的 7个朝阳区教科研规划课题，共同体现了“突出学校办学思路，

整体规划浑然一体”的研究特点，全部通过审批立项。 

（三）学校品牌的辐射影响力逐步增强 

2009年至今，体现“尊重教育”特色的学校管理经验在国际、国内各个层面同时输出，学校的

品牌影响力逐步增强。 

1．国内交流持续升温，提升了学校的品牌影响力 

仅 2010—2012年间，相继召开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学校经验交流会、北京市基础教育综

合改革实验项目推进会、“教育国际化与领导力”国际分论坛等 20 多次市级以上有影响力的现场会

活动，在区域内起到了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此外，学校还先后接待了来自广东、浙江、苏州等国

内各地的校长团来校考察交流近 30次。 

2．国际交流日益深入，增强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高教育长官丹尼尔先生、英国副首相 John Prescoff先生、英国

奥组委主席 Sebastian Coe、国际残奥会主席 Philip Craven 等各国政要先后到我校考察，对尊重

的教育特色和文化建设给予很高的评价。  

2010-2012 年间，我校分别与英国曼彻斯特市圣保罗小学和新加坡弥陀小学的新任校长成功续

签了“交流合作项目协议书”和“深度合作项目书”。并首次与澳大利亚车士活小学结为姊妹校，开

启了国际交流的新篇章。 

目前我校已与 3个国家建立了姊妹校，开展师生互访活动，先后接待了 30多个国家教育考察团

60余次，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增强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历经 10年建设，尊重的教育理念已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将致力于加强学校教育品牌的

增值效应，进一步提高“尊重的教育”在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的辐射影响力，使尊重的教育理念获

得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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