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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与产生背景 

2008 年－2012 年期间，在北京市教委的委托与支持下，北京教科院先后开发了《我爱

北京》、《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手册》和《北京精神》（目前仍在实验中，此次申报以前两套教

材为主）等围绕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与建设展开的系列教材，目前均已通过北京市地

方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正式列入北京市教材选用目录，并在培训、实验、完善的基础上进

行全市范围内的应用与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材的编写与实践顺应当前文化强国的需

要，通过教材的实践可以促进学生形成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的意识，增强学生的

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该套系列教材的开发与实践是基于以下背景展开的： 

一是时代精神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北京不仅是国家的首都，也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

城，还是一座开放的现代大都市。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有着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理念的城市新貌。作为首都的小主人，他们不仅是“三

个北京”的受益者，也是这项伟大工程的亲历者、宣传者及未来建设者。如何让他们逐渐树

立首都小主人意识，大力发扬北京的优良传统，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积极参与实践时

代精神，可以说是首都青少年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作为有着三千年建城史的古都北京，有着深厚的文化资

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越来越迅速发展的城市和社会，我们更不能丢掉

传统，追寻历史、传承文化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需要。新课程设置了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课程，提倡

充分开发和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在这方面北京可谓得天独厚。国家课程中的文科

类学科都承担着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操的使命，但很难真正在统一中关照多元，在独立中

体现综合，由此地方课程的作用就得到凸显。 

二、成果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一）主要内容 

1．构建了凸显北京特色文化的地方课程体系 

（1）在教材内容上围绕北京的历史、文化、城市精神与发展建设展开设计。 

《我爱北京》以北京的历史地理和传统文化为基本素材，进行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使

学生了解和认识北京的过去和现在，树立首都意识；了解丰富的京味文化，体会中华优秀文

化的博大精深。引导学生从身边环境和现实生活出发去认识历史事物和社会现象，做一个有

文化有修养的北京人。 

以中学《我爱北京》为例，教材选取了北京文化的点和面，力图从不同角度引导学生了

解、认识、感知、热爱北京和北京的传统文化。具体教材结构见下表。 

第一单元 

古城沧桑 

第 1 课  封国重镇 

第 2 课  都城变迁 

第 3 课  百年风云 

第 4 课  古都新貌 

第三单元 

民居民俗 

第 8 课  京城胡同 

第 9 课  四合院与王府 

第 10 课  市井商业 

第 11 课  岁时节令 

第二单元 

京城名胜 

第 5 课  京城胜景 

第 6 课  皇家园林 

第 7 课  坛庙建筑 

第四单元 

京腔京韵 

第 12 课  北京的“话”和“礼” 

第 13 课  京城文学巨匠 

第 14 课  京剧和民间艺术 



《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手册》的编写则是时代要求和城市精神对青少年培养目标的具体体

现，在国内属于首创，志愿服务精神教育已经纳入北京市政府折子工程，是后奥运遗产。《手

册》比较全面的介绍了志愿服务的内涵、精神、内容、实践体验等内容，旨在引导学生通过

故事、人物，结合实践体验，逐步树立从小志愿服务的意识，获得志愿服务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宣传志愿服务理念，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传播者、实

践者、推动者，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以《小学生志愿服务手册》为例，教材从小学生的特点出发，结构合理，内容典型，有

效启发学生志愿服务的情感和兴趣，进而推动志愿服务人人可为、事事可为成为现实。具体

教材结构见下表。 

第一单元 

“志愿者”的名字真好     

1.志愿者与志愿精神  

2.文明社会需要志愿者 

3．谁能当志愿者 

第二单元 

志愿者的服务内容     

1.大型活动中的志愿者 

2.社区里的志愿者 

3.保护环境的志愿者 

4.排忧解难的志愿者 

第三单元 

可爱可敬的志愿者    

1.战斗在可可西里的勇士们 

2.救灾中志愿者的身影  

3.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第四单元 

我们学做志愿者     

1.怎样做一名志愿者 

2.怎样进行志愿服务 

3.志愿服务中的安全 

第五单元 

体验志愿者的快乐  

1.学校里的小志愿者 

2.热心公益的小志愿者 

3.专业的小志愿者 

4．在志愿者行动中成长 

  

正在实验中的《北京精神》则围绕“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四个内涵依次展开，

旨在引导全市小学生，以北京精神做指引，做一个爱祖国、爱家乡的北京人；做一个勇于

创新、懂得传承的北京人；做一个包容有爱、乐于助人的北京人；做一个讲文明、重美德

的北京人，用行动践行北京精神。 

（2）课程体系的建立还体现在教材之间的独立性、延续性和联系性上 

教材的独立性体现在不同的教材各自有完整的设计理念和内容编排，并在实践中单独进

行实验，不具体规定年级和课时；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不同学段，教材内容根据学生的特点有

不同程度的内容交叉与程度的递进，螺旋式上升；联系性主要体现不同教材之间，都是基于

北京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进行设计的，并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北京人树立首都小主人的意识。 

2．探索了地方课程开发与利用的有效方式 

一是在教材设计与编写充分体现了地方课程的功能与优势。教材不以某一学科内容为基

础，突破按学科体系建构的传统模式，统整相关学科的学习内容，通过设置综合性学习主题

的方式，帮助学生从整体上了解和认识北京文化、志愿服务和北京精神的基本理念。并且注

重与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的联系与结合。比如胡同文化，在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程中有相应

的内容，在部分学校也作为校本课程展开，《我爱北京》中也有具体内容的呈现，但三者角

度和呈现方式不同，在具体实施中教师可以综合利用资源展开教学。 

二是在教学方式上体现学校教育与社会大课堂的结合，体现学生的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

的结合，体现学生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结合，为社会大课堂的有效推进、开展研究性学习

和学科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我爱北京》在内

容的选取上与北京社会大课堂教育基地相结合，很多内容可以在基地进行实地教学；《志愿

服务手册》更是倡导学生在学校、社区、社会不同的环境中践行志愿服务，从小事做起，从

点滴做起，从日常做起，真正逐步树立志愿服务意识。 

三是在研究方式上，倡导跨学科间教师的合作。由于课程内容的综合以及课时的灵活，

同样打破了学科教师间的局限，不同学科的教师可以围绕同一内容综合设计，进行合作教学，

有利于教师之间的交流，也更好地促进了学习共同体的形成。    

3.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促进教材有效利用的长效机制 



在研究中，我们采取边教材开发―边实验研究―边修改完善―边实践推进的过程，依托

地方课程的资源优势，与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相结合，和社会大课堂资源相结合，形成了一

套完善的促进教材有效利用的管理机制。具体过程见下图。 

 

图 1  教材利用管理机制 

4．推动了一批实验学校的建设和教师的发展 

在教材实验和研究过程中，实验学校和教师积极参与、认真研究，依托教材内容，结合

本地区、本学校、学生的实际，在理解教材、运用教材的基础上，也创建了学校的特色文化，

提高了自身的专业素养。一些学校通过《我爱北京》教材实验的开展，结合原有的校本课程，

形成了“品味京味文化”的校园特色文化；一些学校寻找到了校园文化新的生长点，结合社

会大课堂教育基地，有效的推动了社区资源、学校资源和学生资源的结合；再比如有的学校

因《志愿服务手册》的实践，形成了如何促进学生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并逐渐日常化、规

范化。 

实验教师则在研究中跳出学科的局限，拓宽了视野，加强了教师间的合作，并在内容综

合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专题研究和关注实践体验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课堂教学的方式，促

进了自身专业素养的提高。 

（二）创新点 

1．内容创新：教材编写设计匠心、视角独特，具有其独创性。《我爱北京》精心选取了

能够体现北京历史文化特征的内容，以点穿线，将看似熟知或一无所知的北京文化事物通过

不同的视角呈现在教材中，引导学生对生活的城市有一定的认识，对学生进行爱家乡、爱祖

国的情感教育和熏陶，提高新一代北京人的文化素养。《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手册》则在国内

属于首创，第一次从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出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志愿服务的内涵、精神、

内容、实践体验，引导学生学知、学做结合。 

2．体系创新：从《我爱北京》到《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手册》再到《北京精神》的编写，

体现了教材之间的独立性和联系性。教材的独立性体现在不同的教材各自有完整的设计理念

和内容编排，并在实践中单独进行实验；联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不同学段，教材内

 成立项目组 

进行教材编写 

选定部分实验学校和教师 

进行教材实验培训 

进行实验 

案例研究、校本教研、跨学科活动、实

践基地体验、专题研讨、教材反馈„„ 

总结实验成果，修改完善教材 

扩大实验范围 

推广实验成果 



容根据学生的特点有不同程度的内容交叉与程度的递进；不同教材之间又都是基于北京这座

古老又现代的城市进行设计的，并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北京人树立首都小主人的意识。 

3．模式创新：该套系列教材不局限于某一学科领域，在不同学科灵活开展、综合利用

进行教学，打破了固有的单一学科模式，起到了综合效果，凸显了地方课程的作用；以市区

教研为指导，注重开放性和实践性，依托学校为基础的案例研究，丰富了教材资源，也为教

材的利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比如《我爱北京》教材主要由小学品德与社会、中小学综合实

践活动、中学地理、历史学科教师进行灵活使用。 

4．实践应用创新：整个研究过程通过培训—实验—修改完善—实践推进的方式进行，

在方式上实行市区校三级联动，以案例研究为载体，凸显课程理念的整体性、综合性与地区、

学校、学生的个性化与特色化的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了一套促进地方课程利用的长效机制。 

三、成果应用价值与社会影响 

1．教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推广。《我爱北京》（中学版、小学版）和《志愿服务手册》

（中学版、小学版）教材已经作为地方课程正式列入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目录，并在全市范围

内推广使用，全市有百所学校、数百万学生受益。教材编审专家评价《我爱北京》：教材“以

北京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资源为素材，开发有意义的课程资源，引导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进一步

发现北京，寻找历史足迹，感悟悠悠古都韵，泱泱大国情，体味中华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

评价《志愿服务手册》“内容精炼，起到了学知、学做的导航作用。在文本呈现上，图文结

合，具有可读性。„„在开展志愿服务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教材的开发、实验和推广很好地体现了北京市关于建设“三个北京”的城市目标以

及《关于进一步弘扬奥运精神建立和完善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意见》的任务要求。《我

爱北京》教材的开发与实验受到教育部的好评，山东等其他省市就地方教材的开发曾到京来

学习、交流；志愿服务研究已经逐渐在全市所有区县和学校中逐渐形成长期有效的志愿服务

机制，逐渐规范化和常态化。 

3．促进了学校、师生观念和行为的有效转变。随着实验的推进与深入，学校和师生不

仅对教材有了深入地理解，而且在实验中有了更多的创造和对实验新的感悟、体会。 

一位进行《我爱北京》实验的老师在随笔中这样写道：“作为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

的教师，当我第一次看到《我爱北京》教材的时候，我的心里无比喜悦，恨不能将教材中提

到的内容都做一次实地考察。因为不仅仅是学生，而是我们每一个北京人，都太需要静下心

来走近北京，都太需要去学会“欣赏”北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说着“北京欢迎你”的

同时，用心去感受北京那悠悠古韵带给我们的自豪，才能在远方的朋友到来之时，展现给他

们的不仅仅是那五个字，而是北京人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文化气质。学生的体会更是直接的，

“经过一个月的设计、调研、采访、总结，我才发现北京小吃里有这么大的学问！我终于理

解了为什么老人们会这么喜欢北京小吃，以后我也会骄傲地向外地朋友介绍我们的北京小

吃！”这样的感言和体会，这样令人欣喜的变化在实验过程中经常会听到、看到，这也正是

我们教材编写和实验最重要的目的所在。 

4．整个项目的推进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现代教育报》、《北京晚报》等多

家媒体都曾对实验过程中举行的大型活动进行了报道和转载。《我爱北京》实验与社会大课

堂教育基地相结合，共同开展活动，受到了教育基地、学校的欢迎。《志愿服务手册》则在

学校以外的社区、社会课堂中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学生走进社区、走入社会积极参与力所能

及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锻炼了自己，也得到了来自社会的广泛认可，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