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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清水学校

多学科融合打造林间小课堂

本报讯（记者 胡梦蝶 通讯
员 张大为）“同学们，观察植树

活动的场景给人怎样的感受、各

类植树人群的活动又是怎样的，

场面描写要先从‘远镜头’进行

‘面’的概述……”近日，门头沟区

清水学校开展了一场多学科融合

的植树节主题实践教育活动，引

导学生守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植树时，首先要选好苗木，

苗木树干要通直，冠形要好，不

能有病虫害，可以采用‘三埋、二

踩、一提树’的口诀进行种植。”

清水林业站站长赵殿骐向师生

讲解如何挑选苗木、挖坑穴，以

及树木管护的方法。在赵站长

的带领下，同学们有的挖坑铲

土、扶树正苗，有的踩土定植，衔

接有序、配合默契，虽然不少学

生是第一次植树，动作稍显笨

拙，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对活动的

热情。

在此次活动中，学生们不仅

学会了如何种植、管护树木，还

跟着多学科教师一起掌握了更

多的学科知识。这节开在山区

的林间小课堂，囊括了语文、地

理、美术、生物等多学科教学。

“先将水倒入瓶中，再将蜈

蚣草、小鱼和石子小心地装进

去。”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生

物教师曹学慧手中的生态瓶，看

着不断产生的小气泡，惊叹植物

强大的造氧能力。活动前，曹老

师指导学生自主搜集关于树木

生长习性的资料，了解生物学中

的生态系统知识。活动中，曹老

师指导学生自制微型生态瓶，探

究植被的重要作用，直观感受植

物的造氧过程。

在林间语文作文小课堂上，

教师李敏从“特写镜头”的“点”

进行观察指导，并运用“五感法”

让学生观察人物的动作、语言和

神态，体会人物心理活动的变

化。美术教师李帆则指导学生

描绘植树活动场景，学生认真观

察，拿起画笔在画板上勾勒，一

幅幅生动的景象跃然纸上。

清水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清

水中心小学校长王辉表示，此次

活动将生态资源和绿色理念融

入学科教学，让学生在活动中获

得科学知识，自觉做“绿水青山

门头沟”的建设者和守护人。学

校将以此为契机，引导师生增强

环境保护意识，以保护绿水青山

为己任，通过实践学习，掌握科

学方法，用实际行动做“两山”理

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通州区

全方位助推东南部学校质量提升
特聘北京市12位专家

本报讯（记者 孙梦莹） 近

日，“新课标理念下助推通州区

东南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活动”

在通州区柴厂屯学校举行，活动

由去年 7 月成立的通州区教师

研修中心分中心主办。此次活

动以均衡发展为理念，以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着力发挥教师研修

中心分中心的重要作用，助力通

州区东南部地区学校发展。

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分院）

院长孙翠松宣读了分中心特聘专

家名单。特聘专家由 12 位来自

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市朝阳教育学院、通州区潞

河中学等单位的特级教师、正高

级教师、骨干教师组成。通州区

教师研修中心市级骨干教师陈

淑香作为专家代表发言时表示，

将在新课改背景下按照分中心

三年规划制定好本学科目标，找

准定位，不断提升专业素质。她

将携手学科教师，分享经验，共

同研讨，为落实城市副中心教育

高质量发展发挥余热。

通州区教委主任曾祥正介

绍，当前，副中心进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教育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也要有高质量的教育体

系。优质均衡发展是高质量最

基本的体现，“不落下每一所学

校”，也是成立教师研修中心分

中心的初衷。分中心两项主要

任务是教育的研究与教师进修，

驻校制度工作要做得实，要充分

发挥各方面专家的重要作用，做

到“超车”、跨越式发展，实现教

育高质量发展。

曾祥正指出，通州区教师研

修中心分中心以通州区东南片区

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服务片

区内教育管理和教学研究，通过

借助专家、教研智库资源，带动片

区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未来

分中心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专

业性，教育教学需要很强的专业

性，分中心的专家具备这种鲜明

的专业性优势；二是针对性，针对

各学校存在的问题，要坚持问题

导向，逐一解决；三是综合性，教

育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专家听

课、评课是一方面，在其他方面也

要出谋划策。曾祥正强调，专家、

校长、老师作为共同体，要相互融

合，既是指导关系，又是共同学

习、共同工作的关系。学校要主

动与专家联系，主动向专家请教，

主动请专家到学校指导，主动向

专家汇报学校的真实情况，让专

家指导有的放矢。

石景山区

探索“体教融合”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岳 阳） 石景

山区教委近日与全国体育运动学

校联合会、区体育局签署合作协

议，三方将共同探索和创新“体教

融合”模式，全面加强学校体育，

健全青少年竞赛体系和人才培养

体系，共同开创青少年体育工作

新局面。

石景山区教委、区体育局将

与全国体校联合会在体教融合、

学校体育、师资培训、后备人才培

养、青少年赛事、场地设施等六个

方面深度合作，强化体育师资队

伍，丰富校园体育运动，完善青少

年赛事体系和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让

高水平体育竞技人才在石景山不

断涌现。

此次三方合作，以景山远洋教

育集团、实验教育集团、人大附中

石景山学校教育集团作为“体教融

合”试点，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学校

工作站，培育高水平的体育师资队

伍，提升学生运动训练水平，丰富

青少年体育赛事，拓宽体育对外交

流渠道，让青少年学生在体育锻炼

中更加自律、自信、自强。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

教育工委书记石显富指出，石景

山区以冰雪运动为突破点，充分

吸纳社会各界资源，发展校园体

育运动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推

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

调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副司长

王雷表示，青少年体育教育关系到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各方要充分发

挥资源优势，提升石景山区学校体

育教师和体校教练员的训练水平，

更好地服务学校体育，让更多孩子

感受到体育带来的快乐，推动青少

年体育运动普及，为体育后备人才

的选拔培养奠定基础。

近年来，石景山区深入推广

青少年冰雪运动，培育体育后备

人才，创建全国“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示范区，取得了突出成

果。后冬奥时期，石景山区将积

极探索“体教融合”机制创新，整

合各方资源，推动青少年体育发

展，拓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果，彰显

新时代青少年的健康活力。

门头沟区清水学校学生在植树。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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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

28所学校共同推进项目学习

本报讯（记者 蔡文玲） 2023

年丰台区项目学习合作协商会日

前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丰台

区整体推进项目学习近20个月，

项目学习实验校达到28所，实验

学科覆盖初中 9 个学科，围绕项

目学习共开展33个子课题研究。

自2021年7月整体推进项目

学习以来，丰台区已经形成了良

好的区域氛围和运行机制建设，

项目学习领航联盟实验校从 13

所扩大到28所，实验学科由初中

5学科覆盖到9学科，33个子课题

围绕项目学习推进的关键问题展

开研究。下一步，丰台区将聚焦

项目学习案例推广、命题评价、成

果提炼等领域纵深研究，在新课

标落地实践中走出丰台特色。

作为第一批领航联盟实验学

校，北京十二中科丰校区通过项

目式学习促进了学校、老师和学

生不同程度的提升。在全学科的

项目式学习研讨课活动带动下，

教师的积极参与、教研员和专家

的精心辅导、师生的密切配合，均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既锻炼了队

伍、培养了一批在项目学习领域

小有研究的种子教师，又让师生

开阔了视野，有了全新的收获。

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副院

长魏锐表示，丰台区在推进项目

学习中具有系统顶层设计的突

出特色，“行政—教研—科研”三

位一体组织架构切实推动了实

践层面的运行，在全国 5 个试验

区中特色鲜明，成果斐然。在参

加项目学习微项目研修后，丰台

区教师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知

识的掌握、教学能力的增长在 5

个试验区都名列前茅。

丰台区教委主任杨晓辉表示，

未来丰台区整体推进项目学习将

立足四个方面加大制度保障机制

建设：一是将项目学习与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相结合，在首届丰台教育

展示月中，全面系统地展现项目学

习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理

论建构和实践经验；二是激励校长

参与项目学习设计与实施，广泛利

用街镇教育发展共同体、教育集团

为项目成果展示搭建平台；三是强

化命题改革导向，在低学段、自主

命题、竞赛比赛中突出项目学习特

点；四是将参与项目学习成效作为

教师绩效奖励、评优评先、职称考

核的考量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