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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实行国家课程、地

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地方课程作为三级课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2002年，通州区在教育改革中有效挖掘地方课程资源，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积极开发地方教

材，规范地方课程。2004 年，《创业》、《通州区地理》、《通州区历史》、《通州区生物》和《通州社

会》地方教材经北京市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2005年，正式推广使用，在全区中小

学开设了创业等 5门地方课程。 

随着北京精神大讨论，我们认识到地方课程对于学生来说的特殊功能，要顺应时代发展，成为

北京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承者。 

一、体现北京精神的地方课程建设 

我区地方课程纳入了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在《通州区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规划（试行）》中有

统一的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时要求、教学要求、评价建议等。因为北京精神是城市之魂，通州

区是北京副中心，进而我区围绕北京精神核心价值，落实了创业等5门地方课程的实施。截止2011

年，5本地方教材全部经北京市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进入了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目录。 

表 1  通州区地方课程开设情况表 

课程名称 适用年级 课时 

创业 八年级 全学年 24 课时 

通州区地理 七年级 第一学期 12 课时 

通州区历史 七年级 第二学期 12 课 

通州区生物 七、八年级 七年级第一学期 6 课时；八年级第一学期 6 课时 

通州社会 四至六年级 每学年 8 课时，共 24 课时 

（一）课程目标 

通州区地方课程总体目标除了坚持国家对基础课程总体要求外，还从地方课程特有功能出发，

整合地方教育资源，努力培养具有“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北京精神的新一代接班人。 

（二）功能定位 

1．通州区地方课程能有效地把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体现通州地理、历史、生物、经济、社会、

人文等地域特征，这是北京精神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2．通州区校本课程体现北京精神，主要依据地方课程资源。如通州四中研发的《模拟京杭大运

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觅子店中学研发的《为家乡把脉》等体现北京精神的校本课程，都是通州区

地方课程深度开发与利用。 

（三）体现北京精神的地方课程内容体系 

1．爱国，突出地方特色 

通州社会学科体现爱国课程内容有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等心系国家的名人，有八里桥大战等“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史料。 

创业学科在体现爱国课程有阅读、案例和讨论等教学形式。如阅读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自强

不息的故事，体会为国争光。 

通州区地理学科体现爱国课程内容有通州独特位置、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又如让学生

设计运河两日游，进一步了解运河文化。 

通州区历史学科记述了从汉朝到当代的通州区历史。如在张家湾阻击英法联军等系列历史事件。 

通州区生物学科体现爱国课程主要是通过调研“特菜”注册品牌、种植品种、产值等内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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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知家乡、爱家乡情感。 

2．创新，彰显课程优势 

通州社会学科体现创新课程内容有“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发展格局等。 

创业学科体现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课程内容有学校、家庭、社会活动多种渠道。如分析全

国农民发明家吴玉录能力结构，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通州区地理学科体现创新课程内容有马驹桥物流业，北京观光南瓜园，运河清风等多角度反映

通州人进取和创新思想的资源。 

通州区历史学科体现创新课程有运通桥、漕运等历史内容，有北京最美丽乡村皇木厂和小堡村

等现代资源。 

通州区生物学科体现创新课程有种子发芽率实验，给学校植物挂牌等教学内容，来培养学生动

脑和动手能力。 

3．包容，凸显多元价值 

通州社会学科体现包容课程内容涉及从古至今不同地方的人在通州都能找到发展的机会。 

创业学科体现包容课程内容有学习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故事等。 

通州区地理学科体现包容课程内容涉及蒙牛乳业、东亚铝业等知名企业落户通州。 

通州区历史学科体现包容课程有古今商贾云集等内容，教师可以多维度与学生沟通通州的包容。 

通州区生物学科课程内容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涉及了地理、历史、医学等相关学科内容，

学生可以从多角度认识通州农牧业的发展。 

4．厚德，弘扬人文精神 

通州社会学科体现厚德课程内容有潞河中学毕业生人才辈出，涌现了中科院院士黄昆、侯仁之等。 

创业学科体现厚德课程内容，一是借用历史故事，引导学生要诚实守信。二是通过北京奥运会，

体验和谐发展的内涵。 

通州区地理学科体现厚德课程内容有 2500多年历史的京杭运河文化，也有中国宋庄画家村等文

化资源。 

通州区历史学科体现厚德课程有北京奥运会火炬在通州运河上传递等教学资源。 

通州区生物学科课程内容涉及西集樱桃等绿色、安全、无公害水果，丰富了首都市场，树立了

通州厚德形象。 

（四）整合地方课程资源，打破学科界限，践行北京精神 

通州区地方课程依托通州丰厚文化资源优势和区域特点，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构建了体现北京精

神的地方课程资源体系。比如，“运河”单元主题活动，所有地方课程的焦点都集中在运河（见图 1）既

有参观游览，又有调查研究，学生在认识运河环境，理解地域文化同时，自觉体验了北京精神。 

 
图 1  “运河”主题单元活动 

（五）课程评价 

主要采用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创业和通州社会主要是通过关注学生发

展过程进行形成性评价。在历史、生物和地理会考中，按比例 10%将相应的地方课程内容列入其中。 

二、体现北京精神的地方教材建设 

（一）使用情况 

我区地方教材由通州区教委统一配发，每年实验教师一千多人，实验学生两万多人，采用边培

训，边实验，边推广的实验方式进入学校，融入学科、融入课堂、融入活动，培养学生的北京精神。 

运河 

 运河的历史文化（通州区历史） 

运河的源头（通州区地理） 

通州成功创业名人（创业） 

大运河森林公园的动植物（通州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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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教材内容对北京精神的体现 

在修订上，5门地方教材在体现“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都巧妙设计了相应教学知识点，

进行了“点”对“点”的融合，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网状序列（见表2和表3）。 

表 2  小学地方教材体现北京精神的教学点 

北京精神 地方教材中的具体内容 

爱国 

人人要爱国 第二单元第 6 课《名家辈出，教育树人》中通州名人刘绍棠、高占祥、面人“汤”等。 

事事要爱国 第二单元第 4 课《古迹众多，文化灿烂》中八里桥大战、儒家学说等。 

从小知爱国 第一单元第 1 课《京东重地，水畔明珠》、第 2 课《运河千古，滋润通州》。 

创新 

创新是源泉 第二单元第 4 课《古迹众多，文化灿烂》。 

创新是动力 第一单元第 3 课《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创新是发展 第三单元第 7 课《优势农业，得天独厚》、第四单元第 10 课《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包容 

包容是美德 
第二单元第 4 课《古迹众多、文化灿烂》中通运桥、大运河等， 

第 5 课《风土民情，底蕴深厚》。 

包容成事业  

包容汇天下 第三单元第 8 课《多种商业，日益繁荣》。 

厚德 

厚德可载物  

厚德是品质 第二单元第 6 课《名家辈出，教育树人》潞河中学人才辈出。 

厚德需传承 第四单元第 12 课《展望未来，再谱新篇》。 

 

表 3  中学地方教材体现北京精神的教学点 

北京精神 
具体教学内容 

创业 通州区地理 通州区历史 通州区生物 

爱国 

第一、五章，阅读关于
张瑞敏、袁隆平的创业
故事。 

第三章，用案例教育学
生知法、守法、用法。 
第四章，创业中始终把

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第一章，读地图明确通

州地理位置的重要。 
第五章，设计运河两日
游。 

第六章，家乡的发展规
划。 

第三课，燃灯塔、永通桥和石

道碑古迹。 
第四课，古镇漷县、张家湾。 
第五课，抗击英法联军的斗争。 

第八课，通州人民政府的成立。 
第十课，完成各项改革。 

第二章，调查粮食作
物、蔬菜和花卉的种
类与亩数。 

第三章，参观肉牛与
奶牛的发展。 
第四章，食用菌种植

基地考察。 

创新 

第一章，漷县镇农民吴
玉录获全国首届农民发
明大赛第一名。 

第五章，介绍自己生活
中创造和改进的经历。 

第一章，物流业异军突

起。 
第二章，水资源利用的
出路。 

第三章，观光农业。 
第五章，运河船工号子、
运河龙灯。 

第一课，通州发展走进新时代。 
第二课，通州漕运的发展。 
第四课，运通桥的创举。 

第八课，新华大街的建成。 
第十课，改革开放结硕果。 

第二章，《特菜种植》
数字化的设备管理。 
实验：种子发芽率。 

活动：给校园植物挂
牌。 

包容 

第一章，培养组织管理
能力。 
第三章，李政道与杨振

宁的合作故事。 

第四章，知名企业落户
通州。 

第六章，北京市外企居
民的接纳地和外地进京
人员的首选地。 

第一课，隋唐至辽、金、元、

明、清时代的通州。 
第二课，大运河。 
第八章，商贾云集。 

第十一章，通州第一个中国共
产党支部。 

第二章，花卉、蔬菜、
水果等引进先进的生
物学知识和生物技

术。 

厚德 

第二章，城门立信和六
尺巷的故事。 
第三章，北京奥运会的

胜利召开。 

第二章，通州的母亲河

——北运河 
第五章，文物古迹。 

第十章，北京奥运会火炬在通
州运河上传递。 
第十一章，潞河中学桃李满园，

名人辈出。 

第二章，蔬菜和水果

绿色无公害，配送出
国。 

（三）地方教材结构安排上，保障北京精神的落实 

1．地域性特点明显，有利于北京精神的落实 

通州区地方教材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人文、特色等资源，激发学生的爱家乡情感。如《通

州区地理》每个知识点后都安排了阅读、思考、活动，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有针

对性地落实北京精神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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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性强，有利于北京精神的落实 

通州区地方教材体系遵循知识内在联系，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内容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如《通

州区历史》教材重视教学内容的层次结构安排，有朝代脉络、经济、教育、抗争、建设等，有利于

增强不同层次学生对北京精神的认识和理解。 

3．实践性强，有利于北京精神的落实 

通州区地方教材在整体设计上突出了实践性，使学生在活动中，认识通州，理解北京。如《通

州区生物》安排了实验、观察、访问、讨论、参观、收集资料等多种学习方式，使学生结合生活、

学习和思想对北京精神进行反思。 

4．操作性强，有利于北京精神的落实 

通州区地方教材设计体现北京精神的教学目标明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如《创业》每一章

节都有对北京精神知识点的设计，使学生既增强了对北京精神的理解，又增长了创业见识。 

5．图文并茂，有利于北京精神的落实 

通州区地方教材选取的内容都是学生生活中看得见、听得到的知识，学习起来对北京精神的理

解有种亲切感。如《通州社会》中有100多幅反映北京精神的图片，内容涉及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场

所、家乡的交通变化、家乡的农业特色等，使学生在欣赏中感悟北京精神。 

三、通州区地方课程与地方教材建设的效果 

经八年的实践，通州区地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材、教学策略和评价方式等已基本成熟，

形成了内外、上下联动、常态运行的格局。2007 年 10 月，通州区地理被中国教育学会推荐为优秀

地方课程资源。2009年 10 月，《通州区中小学地方教材管理项目研究》获通州区第二届教学成果一

等奖。2011年 11月，通州区地理和创业在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评比中均获一等奖。 

（一）形成了体现北京精神的通州区地方课程特色 

通州区地方课程在体现北京精神方面，初步形成了学科拓展类、校本结合类、综合实践活动类、

专题教育类活动序列。 

2010年 11月，《我爱北京》北京市地方教材教学研讨会在潞河中学召开。通州区两位教师分别

讲授了《悠悠漕运史  浓浓运河情》和《聚焦京通大运河》两节课，体现了三级课程内容的联动，

找到体现北京精神的生长点。 

2011年 12月，北京教科院深入通州区调研地方课程建设情况。时龙院长赞赏说：“北京市现有经北

京市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地方教材共有 20本，通州区占 5本，可以说是成果喜人。” 

（二）形成了体现北京精神的地方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提升了教师的综合育人素养，促进了教师

专业成长 

针对地方教材特点，我区探索出了自主体验式教学模式、主题研究式教学模式和实地考察式教

学模式。《最早最长的人工河》和《通州区环境污染与防治》两节课被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及北京教

育网收录并播放，《悠悠漕运史，浓浓运河情》视频被教育部评选为优质课例。 

（三）有效促进了学生健康发展，突出了北京精神的培养 

1．提高了学生对北京精神的具体认识 

学生通过“以运河文化为底蕴的旅游业”、“古迹众多，文化灿烂”、“蘑菇种植”等知识学习，认同

了通州，认同了运河文化，认同了通州农业新技术，具体理解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内涵。 

2．学生的北京精神在行动中得以培养 

通州区地方课程建设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创新能力、包容意识、厚德品质以及社会交往能力

得以了具体落实。2012 年 9 月，运河中学 16 名运河文化小导游，在游船上给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

（ESD）项目第十一次国家讲习班 100 多名中外学员，讲解了运河历史、地理和人文文化，赢得了一

致好评，学员纷纷与小导游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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