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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 

 

到国家博物馆“上课”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刘汝明  赵钰莲  李辉 
 

 

    近年来，北京市七年级的学生陆续走进国家博物馆，进行综合实践课程的学习。本期，周刊

编发海淀区“走进国博”综合实践课程实施建议，了解他们是如何融通校内外课程资源，促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程化、常态化实施的。 

    指导思想 

    课程以国家博物馆为实施场所。教师要充分利用国家博物馆的资源，把学生区别于一般的参

观游览者，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要将学科知识与展馆资源有效衔

接，体现课程的开放性、综合性和选择性，建立多元、开放的评价体系；要关注学生的参与度，

更要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感，鼓励学生应用知识、自主探究、发展个性。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对国家博物馆展品的观察，拓宽知识宽度和观察角度，增强知识间的互联互通，能

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获得积极的学习体验。 

    学生通过在国家博物馆的学习和探究，初步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方法，养成在实践中学习的习惯，增强分享与合作的意识。 

    学生通过在国家博物馆的学习实践，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水平，感受展品的艺术之美、

制造之妙，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课程内容 

    融通学科课程内容与国家博物馆资源。学校根据办学理念和育人目标，将学生在校内学习的

思想品德、历史、地理、语文、数学、科学、艺术等课程内容，与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和专题

陈列的内容进行有效衔接，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 

    依据学生个性特长确定学习主题。学习主题可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设计，也可由

学生提出，可以是综合性、实践性、生活化的，也可以涉及学科的相关内容或生活中的相关问题。

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自主选择相应的学习主题。原则上每个学生在国家博物馆的综合实践课

程学习不少于 4学时。 

    实施建议 

    注重立德树人目标的落实。通过在国家博物馆的学习，学生在运用知识、探究问题、合作分

享过程中，了解中华文明发展史，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系统规划，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学校成立“走进国博”综合实践课程领导小组，由校级领

导担任组长并具体组织实施，年级主任与任课教师共同参与，统筹安排，整体规划，制定学校《“走

进国博”综合实践课程纲要》。 

    年级教师要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在调查分析和学生自主申报的基础上，将学生进行分组，

并配备相应的指导教师。如果以问题探究形式为主，可以进行同质分组；如果以参观分享等形式

为主，可以进行异质分组。 

    年级教师还要围绕主题，做好相应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准备。备课中既要备学生、备主题、备

内容，也要备资源、备环境、备实施方式，探索学科知识与校外课程资源有效衔接的教学模式。 

    学习小组成立后，指导教师和学生共同确定本小组的学习方案，力争一组一方案，确保每个

学生完整地经历一个主题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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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学习方式和成果的多样性。学生要认真做好课前准备，制定个

性化学习方案，明确学习目标和任务。在全新的学习时空中，学生通过多样化学习方式，提高自

己的学习兴趣；通过搜集信息、观察展品、讨论问题，养成在实践中学习的习惯，增强合作学习

能力和实践探究能力。 

    学习成果以多种形式呈现，教师要构建多样化展示平台，要特别注重学生的学习成果在校园

网或微信平台上的展示。 

    评价建议 

    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拟定评价标准。评价要关注课程目标的达成，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关

注学生的实际收获；要注重表现性评价和综合素质发展性评价；要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关注过

程，兼顾结果，并记入学生成长档案。 

    表现性评价：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学习准备、服从纪律、完成任务、运用知识、观察思考、分

享交流、自我监控等方面设计评价量规。 

    综合素质发展性评价：教师可以关注学生学科知识的应用与拓展，但不过分追求学科知识获

得的系统性。教师在评价时要尊重学生的个性，重视对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和自我监控能力发展

的评价，突出对团队合作意识与行为的评价。 

    实施保障 

    学校要加强对综合实践课程实施的统筹，年级组负责课程实施的组织保障。全年级班主任和

学科教师参与学生学习方案的设计，并根据学生的选择，指导学生完成分组和学习任务单的设计，

积极参与活动前的研讨与准备，引导学生“现场”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聚焦核心目标，落实活

动方案。 

    学校要制定安全预案和交通方案，做好针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加强家校联系，下

发“致家长的信”，家校协同保证课程的有效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