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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成密云学子“行走的教室”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中学开展跨学科主题实践课程，学生走进古堡忆往昔。

密云区宣传教育中心供图

把课堂建在
绿水青山间

带学生走近家乡的山川、河

流、植被、物产等，密云区各校依托

区域资源，构建开放的生态学习环

境，实现学科教学与生态文明教育

的深度融合。

“实践课程让我明白了建设生

态文明这个命题很大，它是保护环

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建设生态文明又很小，从我做起、

从身边做起，人人养成保护生态环

境的好习惯，就能守护好这片青山

绿水。”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庄中学

学生王馨懿说道。太师庄中学每

年都会在清水河畔开展形式多样

的多学科融合的生态文明教育实

践课程。年级主任王海梅介绍:

“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获得解决实

际问题的体验，提升学生学以致用

的能力，搭建‘行走的教室’，让每

名学生在行走中认识社会责任，让

生态文明教育内化于心。”

在长城脚下描绘家乡美景、清

水河畔探寻白天鹅习性、流苏树下

诗词飞花令……目前，把课堂建在

绿水青山间，已经成为密云区各校

的常态，也是其对于生态文明教育

达成的共识。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

开展了保护古树名木调查实践课

程，同学们在行走间学习了解古树

现在的生长状况，评估古树的健康

状况，对古树周围不同距离点位的

土壤进行数据检测。学校党总支

书记李文平介绍，学校以地理、生

物、历史、政治等多元融合的生态

课程群建设为载体，通过灵活多样

的学科探究，深挖得天独厚的区域

资源，广拓学生发展的场域边界。

北京市密云区北庄中学结合

北庄地区地理环境和自然、历史文

化资源，从 2015 年起便设计开发

出了“知北庄、爱北庄”综合实践课

程，带领学生先后完成了走进黄岩

口、走进干峪沟、走进大岭和环清

水河四条生态远足实践课程路线，

地理教师沿途引导学生观察北庄

特有的丹霞地貌；历史、生物教师

引导学生观察沿途植被情况和长

城、墩台、关口等历史遗迹……

让生态文明
蕴于课程中

三年来，密云区各学校依托密

云独有的地域资源，普遍开发了特

色生态文明实践课程。北京市密

云区新城子中学开发“追逐第一缕

阳光‘1+3’系列跨学科主题实践活

动课程”，太师庄中学在清水河畔

开设了学生年年期待的“白天鹅”

课程…… 密云区教师研修学院课

程建设办公室主任张艳秋介绍，课

程建设办公室围绕区域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生态文明教育主题实践

课程、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路径、生

态文明教育学校特色四个维度进

行研究，提高师生的生态文明意

识、引领师生践行生态文明行为。

“我的父亲从小就告诉，郝家

大院是祖上传下来的，要保护好

它，它不仅是我们家的，更是我们

整个民族的。”新城子中学学生郝

宏茹在向同学们介绍伴随自己长

大的院子。这是新城子中学开展

的跨学科主题实践课程“走进古堡

忆往昔，流苏树下话今朝”中探寻

吉家营古堡的一幕。同学们手拿

任务单，找到吉家营城中的古迹遗

存，绘制导游图，估测城楼基座长

度、宽度和高度等数据。通过探

究，了解流苏树所处地理位置以及

所处气候类型，关注生态保护重要

性及其生态旅游资源的优势。

将绿色思想
根植于心中

密云水库主要支流清水河是

太师屯镇中心小学的生态文明教

育实践课程基地。学生程羽鑫说：

“我们会定期给清水河‘体检’，多

年检测数据证明，清水河的水质正

变得越来越好，每年天鹅、白鹭都

会落在清水河。”

观鸟小组发现今年的天鹅与

前两年的天鹅并不是同一类，前两

年出现过疣鼻天鹅，今年都是大天

鹅，鹅群中还掺杂着几只野鸭和鸳

鸯。于是，“不同水鸟在同一水域

中的关系”成为了新的探究课题。

学校大队辅导员任海鑫介绍，这样

的实践课程丰富了生态文明教育

形式和内涵，让学生以“小科学家”

的视野和角度，更加深入体会生态

文明的绿色思想。

在第 31 届“世界水日”到来之

际，密云水库中学的学生们再一次

走进密云水库管理处，联合开展

“守护生命之水 共建生态文明”实

践课程。水务执法队员方军讲述

了自己一家三代守护密云水库的

故事，同学们深受感动。学生贾静

雯感慨：“作为水库边长大的孩子，

课程的开展更加坚定了我保护好

家乡‘一盆净水’的信念”。

密云区教委主任杨福军说：

“我们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教育进

入课堂，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典范建

设，将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密云学

子心中。”

（本报记者 宋 迪 通讯员
王玉梅）

教师发展研究所落户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黄依依）
日前，海淀区教科院教师发展

研究所落户仪式暨优秀种子

教师工作室启动会在人大附

中航天城学校召开，教师发展

研究所将与学校联合开展教

师发展研究工作。

教师发展研究所落户中

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城

学校后，将借助教科院研究资

源，依托人航学校鲜活的工作

实践，以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为

主题，深入学校、深入课堂，与

学校干部教师一起，研究学校

教师教育工作，总结提炼经验

成果，培育优秀骨干教师，提

升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区委教工委书记王方表

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

量，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是海

淀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学

校要借助区教科院研究平台，

充分利用学术研究力量与智

力资源优势，加强与高校、科

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同时，

要充分发挥学校示范引领作

用，组织开展专题研究、观摩

展示和经验交流等活动，推出

典型经验，发现优秀骨干教

师，为打造高质量、专业化和

创新型教师队伍贡献力量。

海淀教科院院长吴颖惠

说，教师发展研究所是区教

科院内设业务机构之一，承

担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的 理 论 素

养、文化素养、科学素养及学

术素养等培训工作。此次落

户人航学校，旨在探索院校

联合研究的创新模式，整体

提升学校教师教科研能力，

培育优秀骨干教师，探索教

师发展有效策略与路径。研

究所将通过组织开展教师队

伍建设现状诊断研究，为学

校教师发展提供建议，发挥

教科院信息资源与专家智库

作用，为学校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组织开展教师队伍建设与

教师专业发展课题研究，提升

教师研究意识、专业能力和教

科研素养；发现培育学校教师

队伍建设与研究工作典型经

验，组织交流研讨活动，展示

推广成果。教师研究所将以

人航学校为基地，共同推进学

校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推进海淀区教师队伍建设的

成果宣传与实践创新工作。

十一学校石景山实验中学

9月迎来首批学生

本报讯（记者 岳 阳） 6月

21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宣传

部官微发布消息，北京市十一

学校石景山实验中学校园建

设一期工程宣告竣工，七月上

旬，教师可进校办公，准备开

学相关工作。

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

员会日前委托相关机构对学

校新建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

并对室内环境污染物进行了

检测。报告显示，北京市十一

学校石景山实验中学所有检

测项目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现已具备开学条件。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十

一学校石景山实验中学各个

学科学习空间及每间学科教

室都拥有独特的空间布局和

场景设计，旨在以浸润式的学

科氛围涵养孩子们的学科素

养；与此同时，能够满足学生

20 种学习方式的学习空间将

为孩子们的终身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目前，学生桌

椅、书柜书架、教室黑板、信息

化办公设备、实验器材、艺技

体教学设备等已经采购完成，

正陆续进场调试安装。预计 7

月上旬，教师们就可进校办

公，准备开学的相关工作。9

月，学校将迎来首批学生。

据 公 开 资 料 显 示 ，2018

年，石景山区教委与北京市十

一学校达成合作协议，决定按

照“学校公办、委托管理、机制

创新”的原则，在北辛安地区

举办一所“精品化、特色化、多

元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品牌

学校。十一学校石景山实验

中学为48班完全中学，其中初

中 36 班，高中 12 班，校园建设

用地面积 3.88万平方米（约 60

亩），建筑面积约4.43万平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