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定河畔，长风浩荡，兴教办学著华章；卢沟桥边，姹紫嫣红，培兰育蕙绽芳华。进入新时代，丰台教育吹响了建设教育强区的嘹亮号角！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十三五”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教工委市教委的支持指导下,丰台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开创了高水平有特色丰台教育的崭新局面。近年来，百姓对教育的满意度大幅提高。2018年丰台区教育的社会满意度名列中心城区第一名。

丰台区教育大会即将召开，全面总结近几年来丰台教育发展成果，为圆满完成“十三五”期间丰台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促进丰台教育事业上台阶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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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教育发展纪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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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举措培育特色传统文化教育品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青少年是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力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加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是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以来，丰台区教委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结合丰台资源优势，在革命传统教育、戏曲教育、非遗传承和艺术教育等方面重点发力，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广大校园创新发展，不断增强广大中小学生的文化自信。

面向未来，丰台区通过八大举措，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全区教育系统关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教育普及、创新发展和传播交流等工作，培育具有丰台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品牌。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教委提供）

1. 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师队伍

“平时要想听到他的讲座并见到李老师本人不是很容易，所以我特地换了课
来听。”丰台区教委召开的丰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养教室培训大会上，北京市第
十八中学的语文老师张琳特地调课腾出半天时间，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百家讲坛讲师李山老师讲《论语》。

谈到为何成立习养教室，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支梅
表示，借助习养教室这一载体，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在丰台区教育教学中的落实，打
造丰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实施、教师研训的区域特色，希望通过培训提高
老师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用文化浸润老师的心灵。

近年来，为打造传统文化教师队伍，丰台区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等资源单位，
组建丰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实施指导专家团队。以国学经典诵读为例，丰
台区建立了国学课堂研究机制、国学大讲堂及教师培训机制、国学知识竞赛及展
示交流机制、先进学校评选机制、国学经典诵读活动项目支持机制。区教委先后
拨款数百万元支持各学校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

2.打造具有丰台地域特色的课程

3月23日，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组织孩子们相聚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一起参加“溯源怀古·放飞梦想”清明文化体验活动。北京市历史学科骨干教师、
长辛店学校王新华老师带领大家一起追溯清明起源，引导孩子们珍惜幸福生活、
增强文化自信。活动现场，赵登禹学校劳技教师孟蒙带领大家学习制作和放飞传
统风筝，孩子们在亲手制作的风筝上写下了心中最美的梦想……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课程发展中心主任刘婧介绍，为充分运用传统节日增
强孩子们的文化自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
体系，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课程发展中心与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利用春
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开展了主题系列活动。今后还将整合区内的其他
博物馆及社会资源进行相关课程开发，将这个课程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优
势项目。

“十三五”期间，丰台区将充分利用抗战纪念馆、卢沟桥、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历
史文化资源和红色革命传统资源，开发一批具有“丰台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践课程。

3.开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系列活动

今年3月，长辛店学校开展了“我们的节气·春分”系列活动。“春分竖蛋”是我国
民间传统习俗，学校美术老师组织学生画蛋、绘制创意图画。科学和数学老师组织
学生竖蛋，让孩子从中懂得竖蛋的奥秘，激发热爱科学的兴趣……学校组织同学们
放风筝、写楹联，还在“正儒堂”召开了赞美春天、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诗歌朗诵会。

此次活动是长辛店学校以“春风十里 分外儒雅”为主题的“二十四节气”校本
课程系列活动之一。通过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
关知识及春分的部分习俗，更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无声中浸润孩子心灵。

丰台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丰台区在小学中低年级阶段开展“写好中国字”、在
小学高年级开展“古诗词诵读大赛”，在初高中阶段开展“国学知识我来讲”，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明礼守信好少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亲子家庭”评选等系列主题活
动。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
节日内涵，充分调动学生、家长及全社会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4.通过科研课题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学校建设

去年6月12日，教育部重点课题“新课标背景下中小学价值教育的校本化研
究”的专家团队到新发地小学、首师大附属丽泽中学、北京十二中、北京十八中、丰
台五小等学校现场调研。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项目总负责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发展中心副处长张广斌表示，北京市丰台区教育中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办学
实践要辐射全国，好的做法要向全国推广，办学模式可供其他省市进行复制。

据了解，2012年丰台区启动了“丰台区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与提升”项目，经
过区级评估、市级验收，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北京十二中、芳古园小学等39所
学校被认定为“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目前，丰台区独立申请子课
题“丰台区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与实施研究”，旨在开发基于学校特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校本课程，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实施团队建设，引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学校建设。

以实验校新发地小学为例，学校通过构建传统文化课程体系、打造传统文化
特色课程、开展民族艺术进校园活动、营造传统文化氛围四部分向学生传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培育阳光少年，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活动中探索、发现、继承和发展
民族文化，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

5.实施民族艺术进校园

“正月里是新年那依哟喂……”由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实验学校教师
胡舒婷与学生们带来的《龙船调》现场课，展示了中国民歌学习中传统的“口传心
授”教学方法，也拉开了民大附中丰台实验学校师生民歌演唱的序幕。

“民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有着天然的联系和
优势，能够增强孩子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实验学校
校长刘晓华介绍，作为丰台区“民歌工作坊”，民大附中丰台实验学校深入开展民歌
教育，构建了“四民”课程体系，即民族歌曲、民族韵律操、民族舞蹈、民族乐器。

支梅介绍，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在推动民歌进课堂的同时，加强对教师和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和落实。在加强戏曲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试点多剧种
的校本化研究，开展戏曲和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民族艺术进校园”。

6.开展戏曲教育实践活动

2018年11月18日，“丰台区教委—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戏曲进校园首场
演出暨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活动”在丰台区青少年剧场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

《丰台区戏曲进校园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戏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丰台素有“梨园之乡”的美誉，戏

曲发展历史悠久，戏曲文化资源丰富。除了京剧，目前我区从多剧种发展方面也
有了新进展，有4所学校开设昆曲课程，5所学校开设评剧课程，3所学校开设北京
曲剧课程，中国教科院丰台实验学校开设了豫剧课程，北京教科院丰台实验小学、
北京十二中附小和丰台三幼开设了黄梅戏课程。

2021年，丰台戏曲教育将实现“个十百千万”教育目标，即争创一个戏曲类金
帆艺术团、推出十门精品课程、建成三十所戏曲特色校、打造一百个戏曲社团、打

造千名专兼职师资保障队伍、培育万名小戏迷小票
友、覆盖十万中小学生、辐射数万社区群众。丰台区
还将着力开发小学阶段戏曲教材，建立戏曲教育资
源库。重点扶持30所戏曲教育特色学校，每年孵化
10个原创剧目，开设多剧种课程。

7.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5月12日，丰台区第三届青少年花样跳绳大赛在
卢沟桥第一小学隆重举行。跳绳在我区基础教育体
系内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同学们在
北京市乃至全国性的专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展
示了丰台少年的风采。长安新城小学从1997年9月
就开始在全校普及和推广踢毽活动，至今已经二十
多年。2013年学校编写了《踢毽子》校本课程，并在
2014年11月评为丰台区精品校本课程。

空竹、舞龙、和球、跳绳、踢毽等传统民族体育在
丰台的很多中小学都有学习和传承。2004年丰台二
中、首师大附属丽泽中学等被北京市民委授予北京市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基地，几年来学校相继将珍珠球、
跳竹竿、绫球、蹴球、推铁环、板鞋竞速引入体育课堂。

接下来，丰台区还将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
校一品”研究和课程推广，加强市区级传统体育项目
学校建设，开设中华武术、太极拳课程，因地制宜推
广舞龙舞狮、民族健身操舞、空竹、柔力球、蹴球、跳
绳等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扶持学校组建学生特
色社团，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意志品质。

8. 加强书法教育工作的指导和管理

在今年3月份举办的北京市“兰亭杯”中小学生
书法大赛中，我区共有12名同学获奖，其中一等奖两
人、二等奖六人、三等奖四人，获奖人数逐年增加，作
品质量每年都在提高，学生对于学习书法的兴趣得
到了很大提高。

丰台区书法教研员刘兵介绍，随着区教委和各
学校对书法学科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丰台区的专
业书法教室逐年增加，现有书法专职教师60余人，学

校书法活动及书法社团也逐步成熟。目前丰台区建
立了十所书法特色校，学校书法活动丰富多彩，新发
地小学、丰台八中附小、长辛店中心小学、首医大附
小等学校每年都有自己的书法节。

为了解决丰台区书法教育师资不足的问题，我
区建立了以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杨广馨老师命名的名家工作室和特级教师工
作室，对全区书法教师进行培训。聘请首都师范大
学硕士博士生参与书法社团活动，解决师资薄弱状
况。组织书法名家走进学校开展书法讲座、指导学
生临帖创作，使学生们得到了专业的指导，提高了书
法的学习兴趣。

通过以上举措，“十三五”末期，丰台区将初步形
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格局，师资队伍基
本齐备，课程体系基本完善，品牌项目更加突出，学
生传统文化素养普遍提高，传统文化教育成为丰台
教育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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