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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解放军叔叔是最可

爱的人。”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

学校“我身边的抗洪救灾故事”

主题班会上，孩子们用黏土作品

感谢心中最可爱的人。2023 年

暑期，北京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

雨，门头沟、房山等受灾区各学

校将弘扬抗洪救灾精神融入德

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大思政

课”中，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责

任担当。开学第一课，班团会，

跨校、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让抗洪

救灾中的感人故事，化作了最有

说服力的现实“教材”。

以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

核评价为切入点，丰富竞赛活

动，完善教育教学模式，强化资

源供给……北京市持续推动学

校体育改革，有效带动中小学生

动起来、体质好起来，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市教委副

主任王攀说：“我们始终坚持这

样的教育理念：体育就是最好的

教育，运动场就是最好的育人课

堂，要让每一个孩子站在运动场

的最中央。”

北京市广泛开展学校美育

工作。2023年以来，市教委和国

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美育芳

草”青少年艺术节，进行了 60 余

场学生专场演出，涵盖 110 余所

学校，近6000名学生登上大剧院

舞台。未来，市教委将继续统筹

利用好在京美育资源，为更多的

青少年学生搭建艺术实践平台，

促进学生艺术素养提升，推动美

育高质量发展。

中小学校园里，一个个劳动

实践园落成，富有地域特色、凸

显学校特点的“家-校-社”协同

劳动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各区

针对学生兴趣、爱好，积极做好

劳动拓展课程规划，实现了多层

次劳动课程体系；积极发挥社会

大课堂作用，700 多家资源单位

为学生提供 2000 多门丰富的劳

动教育实践课程；通过过程性评

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得到全

面记录。“下一步，我们要形成对

内对外的新型劳动教育的资源

观和环境观，在校内要跨越学科

边界，渗入到教育教学的基本环

节，对外要跨出校园边界，渗入

到整个区域的资源环境中。”北

京市委教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主任李奕说。

五育融合 用好身边“活教材”

回归“主阵地”用好“指挥棒”

北京以课程教学改革推进教学评有机衔接

日前，北京市召开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暨教研工作会，交流展示一年来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工作的成果经验，

谋划部署 2024年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等重点工作。五育融合、评价牵引、协同供给正是北京以课程改

革推进教学评有机衔接、以改革创新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课程改革年”，启动！】

2024 年，北京市将

启动“课程改革年”。市

教委将建立课程教学实

验机制，在全市设立一批

课程教学改革实验区、实

验校（集团），支持一批课

程教学改革项目；全面

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积极开展大单

元教学、跨学科主题学

习、教与学方式变革等

课堂教学重点难点的研

究与实践；鼓励高校实

验室、职业院校实训中

心、博物馆、科技馆和高

新技术企业等向中小学

开放，建设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科学教育资源平

台；完善课堂教学评价

指标体系，不断提升命

题科学性，促进“教—学

—评”有机衔接；持续开

展教师全员实训；运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助

力打造名师团队支持下

的“双师课堂”。

刘继忠（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学校以学生为中心，

做 好 科 学 教 育 课 程 实

施。基于科学教育跨学

科学习的特点，三十五中

科技创新教育整体采取

项目式学习的教学策略，

形成了“基于课标聚焦科

研成果真事件、基于科学

大概念链接真实科研情

境、构建驱动问题任务串

激发学生思维”三步走实

施科技项目课程的思路。

陈嘉熙（北京市东城区培新小学）：

作业是日常学习评

价的重要方式之一，它

不仅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与拓展，更是落实核心

素养的重要载体。越是

日常的、基础的，越是关

键的、影响深远的、意义

重大的。怎样让作业设

计这顿“家常饭”做得有

营养、有品位？怎样让

作业实施这项“基本功”

达成“教-学-评”一体

化闭环？培新小学英语

团队在市区的引领和指

导下开展单元作业设计

与实践，用小作业撬动

大发展，小中见大，喜悦

无限。

姚守梅（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集团化办学对于扩

大优质资源高效配置、

推进教育质量优质均

衡、促进教育公平发

挥了重要作用。近

年来，海淀区大力

推 进 集 团 化 办

学，加快优化教

育布局。截至

目前，海淀区

中小学教育集

团已达 42 个，

涉及 140 多所

中小学，近 29

万名中小学生在教育集

团内就读。

【名师专家谈课改】

北京致力做好“大减法”，

减少低效、无用、多余的学习和

考试内容，提高课堂的教学效

率；用实“小加法”，将兴趣和思

维品质的培养嵌入学生基础知

识掌握的过程中。未来，本市

将进一步扩大高中教育集团、

教育联盟和学区的作用，使之

成为新的育人载体，为学生的

成长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首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

另一项重要举措，是探索首都

特色的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目前，北京市已成立

青少年创新学院，命名首批 18

家北京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基地。未来将按照大构架建

设、小切口试点原则，推动建立

市区校三级有组织的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集纳大中小学、

校外教育、科研院所等优质资

源，在学员发现、课程开发、师

资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

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载体、

新赛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悟

课程”资源数字化，东城区将博

物馆虚拟场景引入平台，利用

多重技术让文物全方位呈现在

学生面前……北京探索以教育

数 字 化 推 动 教 育 教 学 模 式 变

革、育人质量提升，为首都基

础 教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不 断 注 入

新 动 能 。 北 京 市 将 进 一 步 丰

富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完善资

源开发、更新、质量保障和共

享机制；统筹实际需求和有效

供 给 的 互 动 关 系 ，研 究 新 情

景、新场景、新赛道、新方式，

积 极 推 进 信 息 技 术 与 教 育 教

学深度融合，有效促进教育优

质均衡和学生全面发展。

协同供给 构建育人“新载体”

2023 年 7 月，北京市聚焦基

础教育改革真问题，启动中小幼

教师暑期全员实训。干部教师

围绕新课程改革、教学设计、作

业设计、考试命题、课后三点半

服务、综合实践、体育美育等基

础教育领域的真问题，完成暑期

“充电”，以实训夯实教师教书育

人基本功。

接地气、能解渴、有实效，为

期两个月的“全员实训”迅速转化

为“全员实干”，形成2000多个优

秀教学设计、作业设计、命题设

计、班队会及家校社协同育人活

动设计等案例成果。干部教师收

获的新理念、形成的新思考，成为

新学期课堂上的生动实践。

以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主 线 的

“教-学-评”一体化综合改革持

续推进。2023 年 9月，北京市以

“大减法、小加法，多渠道、新载

体”的思路推进中考改革，改革

考试方式，调整计分方式；10月，

启动“中考改革质量月”，教科研

部门、责任督学下到各个学校，

针对评价方式有调整的学科进

行研讨和听评课；12月，进入“中

考改革评价月”。李奕说：“我们

希望以评价改革为牵引做减量、

提质量，引导教育教学方式改

革，引导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和全

面发展。”

按照高质量发展需求，首都

教育绘制了改革“时间轴”，学校

课堂也了发生实质变化。首都师

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地理课上，

学生为旅行社制定私人旅游路

线；通州区运河中学东校区生物

实验室里，学生利用面团、牛奶、

花生、橙子等，动手操作实验；北

京市第八十中学校园里成熟的柿

子成了生物课、劳动课、美术课等

多门课程的重要素材。

课堂上生活气息更浓了，趣

味实验更多了，学生自主思考

和探究多了……教师在真实场

景中引导学生建构知识和运用

知识，用评价“指挥棒”，回归校

园、课堂育人“主阵地”，撬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让学生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

评价牵引 回归育人“主阵地”

（（本报记者 孙梦莹 通讯员 臧晓菲本报记者 孙梦莹 通讯员 臧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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