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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教育这十年
名校长名师大家谈

铸就人民满意的
“丰实”教育品牌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校长 祁红

对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而言，过去的十年是不同寻常

的十年，是建校的十年，是在新时代生长的十年。“丰实”是学校简称，寓

意着这十年，学校在普通的社区办出了不普通的教育，成为了地区优质

学校新锐；寓意着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寓意

着学校用实践回答了什么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究其变化原因，是北京

教育科学研究院成为了学校发展的加速器，引领“丰实”办成了人民满意

的精品学校。

开拓创新的改革引领新格局
十年来，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以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助力人人出彩、人人成才。

重视德育教育，在五育并举中实现一体化建构。党中央提出要“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

一体化德育体系”。学校在2018年开始了五育并举建构一体化德育方案

的顶层设计。通过课程、实践活动、管理等途径，着力在立德树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生态文明等方面

进行协同育人。德——习礼仪，讲文明；智——学文化，勇创新；体——常

运动，健身心；美——展特长，树自信；劳——爱劳动，善公益，在目标一

体化、内容一体化、协同一体化上进行了整体规划。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夯实价值自信根基，

筑牢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中国人”意识。

重视劳动教育，在实践中实现“五育融合”。“劳动”是综合性的实践

形式，高质量的劳动一定是“五育融合”的劳动。十年间，我校以学校教育

为主体，以家庭教育和社会体验为两翼，形成了“五育融合”的劳动课程

目标，构建了家校联动的劳动课程体系。通过自主性劳动内涵化、审美化

劳动可视化、科创性劳动项目化，提出真问题、创设真情景、体验真阅读、

实施真合作、建立真联系、进行真探究、完成真任务、诞生真成果，提升学

生的劳动素养。

重视体育教育，在创造中实现“五育融合”。十年来，学校秉持健康第一

的教育理念，开展了“体育游戏+”的课程研究。课程基于“体育游戏”，融入

语文、数学、美术等学科，促进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制、健全

人格、锻炼意志。学生通过“体育游戏”，在运动健身、语言表达、书面写作、

数据统计、人物绘画等方面综合性发展，实现以体育心、以体育美、以体育

德、以体育创的目标，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和路径。“体育游

戏+”课程包括：十大经典体育游戏、十大教师推荐游戏、十大国外好玩儿

游戏和十大学生创新游戏。其中2014年引入的跑酷是国外好玩儿游戏之

一，通过深入研究与本土化创新，发展成为全员参与的“校园障碍追逐赛”

活动，并已成为最简单、最贴近学生、最受学生欢迎的的一项赛事。

素养教育的学科+课程推动新探索
重视学科+课程，在问题解决中促进核心素养落位。2022年 4月，

教育部颁布《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版）》，明确提出各门学科的

10%课时设置“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增强课程的综合性与实践性。

我校在 2014年开展的“学科+”课程的研究就已体现了新方案的精神

与要求。

“学科+”课程是指以学科知识为基础，在真实的社会生活情境中，进

行学科实践、学科拓展、学科融合、学科超越，旨在促进学生自主探究、自

主应用、自主建构知识的学习活动课程。“学科+”课程是由教师以团队

的方式自主开发，主要包括欢宝看世界、语文+、美术+、体育+等课程。我

校研究的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整合模型和活动模型获得多项推广，并

荣获2017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高阶思维的培养实现新破解
十年来，我校实践证明师生思维越丰富、越联结、越有序、越深刻，实

践和创新成果越丰硕，因此“为思维而教”就成为课堂教学的核心。

我校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课堂教学设

计“五要素”：思维学情分析、思维目标设计、思维任务设置、思维跟进策

略以及思维评价工具；研究出各学科适用的三大类思维可视化工具：图

示类工具、实物类工具、动态虚拟工具；研发了“三大关联结构”：精准确

定为低关联、中关联、高关联，并进行表现性描述；研发出培养学生关联

思维的四个维度：自关联、纵关联、横关联、综合关联。

向上向善的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
十年来，学校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致力培养“头顶理论、脚踏专

业、胸怀潜能的向上向善阳光之师”。

加强师德建设，让教师成为学生心灵成长的引路人，培养拥有包容

心、尊重心、仁爱心、积极心的阳光教师。通过开展学习策略、榜样引领策

略、制度约束策略、评价导行策略，提升教师做学生心灵成长引路人的能

力。加强师能建设，让不同培训方式助力教师加速发展。诊断式、培训式、

共研式、示范式、搭台式，加速了每一名教师专业发展的进程。

这十年，“丰实”践行“每一个都重要”的办学理念，促进教育公平迈

出新步伐、质量提升取得新进展、学校教育取得新成就，实现了学校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知名度、美誉度迅速攀升，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交出了

“丰实”答卷！

（本版内容由区教委提供 通讯员王逢利 孙峰 张子慧）

让生命在阳光下
幸福绽放

教育十年
从“我”到“我们”的幸福筑梦

丰台区第一幼儿园园长 朱继文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三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吴东慧

十年来，丰台教育系统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频共振，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促进儿童全

面发展，以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助力人人出彩、人人成才。对在幼教

岗位战斗三十多年，在园长岗位奋斗二十多年的幼教“老兵”的我来

讲，这十年就是一个从“我”到“我们”筑梦教育，逐梦美好未来的幸福

历程。

从一个人精彩到人人出彩
教育永远在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丰

台一幼愿意为每位老师的发展搭建成长平台，通过学习小组、教研小组、

培训小组、支教小组等，让每位教师都有出彩的机会。正如我常提到的：

只要你愿意，丰台一幼就会有舞台。丰台一幼从未停止支教和手拉手帮

扶工作，支教地涉及内蒙、新疆、宁夏、河北、山西等多个地区。支教回忆

也是丰台一幼众多教师的独特记忆，从听过到坐过的绿皮火车、接送的

拖拉机、清晨到凌晨的握手、第一次异地做课、孤独的独自坚持……虽然

过程辛苦，但每位参与其中的老师真正感受到了来自内心的幸福，并成

为集体的共同回忆，那份从“我”到“我们”的幸福。

我从支教教师处了解到，通过支教，教师们更加体会到懂得输出、学

会输出，帮助的不仅是别人，更是自己。我始终相信，每一次知识传递伴

随的一定是更加深入的内化理解，而不断温故知新的过程会让教师始终

保持对教育敏锐的感悟力，会不断激发自己主动学习的内驱力。慢慢地

也就自然体会到精彩其实就是不断遇见更好自己的过程，更是从一个人

精彩到更多人精彩的过程。

从自己有办法到大家有办法
环保教育一直是丰台一幼认同和践行的过程。我认为和孩子一起天

马行空地制作作品，亲手布置的环境才有价值、有教育意义，因为这其中

有他们的劳动成果、创造智慧和内心世界。

当废旧的拱形铁架“穿”上虎皮斑纹的新衣，孩子们从“虎口”钻入，

就有了“羊入虎口”的奇幻冒险之旅。当不同材质、不同摩擦力的墙砖变

成蹭痒痒墙，孩子们在游戏中通过一个简单的“蹭”的动作，便能感受物

体表面的不同触感给自己带来的体验和探索。

当废而不废，反而让教育散发出了无限的魅力，在惊叹的同时更感

受到教育智慧。慢慢地，老师也变成了幼儿园里的魔法师，被冷落多年的

滑梯通过孩子们召开的儿童会议重新进行了改造设计，单一价值的攀登

架与黑暗小屋有机融合，明暗游戏自然生成，老师们不仅感受到了变废

为宝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对幼儿行为课程的理解。

生活中的废旧材料在老师和孩子们的眼里就是创造的机会和源泉，

资源越丰富，越不能铺张浪费，倡导低碳环保，要从孩子做起，辐射到每

个家庭。当老师都变成“有办法”的老师，生活中的一事一物才能皆教育。

从自己园卓越到姐妹园优越
丰台一幼自2010年落实将优质园资源辐射到农村，采用名园办分

园的形式在地处城乡接合部地区创办草桥分园；2012年立足于服务基

层百姓，在廉租房小区接收了宋家庄顺八分园；2015年为解决“入园难”

问题，创建西局分园。目前丰台一幼已发展为一园六址的教育集团，每年

为社会解决1000余名幼儿“入园难”问题，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周边

社区。

我曾在日记中写下丰台一幼的小目标，“希望能够敞开园门办教

育，汇聚一批优质幼儿园和幼教同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以‘派师入

园、跟岗研习、课程共享、师资专培’等多种方式支持广大中西部地

区、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幼儿园的发展，共同推动我国学前教育质量的

整体提升”。在区教委的支持下，北京市“名园长工作室”“劳模工作

室”“特级教师工作室”相继成立，用工作室联结全国各地幼儿园教师

的教育智慧，通过线上线下指导、网络直播课堂传递教育理念。目前

线上直播百余次。十年来，科学保教理念深入人心，以“游戏点亮快乐

童年”“幼小协同科学衔接”为主题，每年开展的“全国学前教育宣传

月”主题宣传活动，以及教育部先后印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

接的指导意见》《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为科学保教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引领。作为一线的实践引领者，我从

2018 年开始坚持在工作室微信公众号不间断书写教育反思，至今已

有近 500篇，累计 120余万字。我先后出版专著《故事教你做园长》《发

现最好的自己——一个园长的教育随笔》《我的幼儿园的教育理念与

实践》等 10余本书籍，代表北京市在世界名园长大会进行《园长的课程

领导力》的发言，应邀在上海国际幼教年会做《幼儿园课程构建与实施》

的专题报告，应新加坡教育部邀约讲座，面向全社会持续传播科学保教

理念和方法。

这十年，记载着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记载着幼教人的拼

搏收获。这十年，无论是教师队伍还是幼儿园的发展变化，都使学前人

为之振奋和骄傲，这标志着学前教育深化改革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效和

经验，并快速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这十年的成就也将激励着每一位

学前人坚守教育责任、秉持教育情怀，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接续

前行。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我将和万千学前人继续幸福筑梦！

丰台区方庄第三幼儿园多年来坚持以“阳光文化”为发展核心，构

建“阳光课程”，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努力成就每一个孩子，引领

生命成长。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文化引领发展

近十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幼儿园的文化建设，以文化引领幼儿园

发展。坚持以“阳光文化”为幼儿园发展的核心，以爱、尊重、成长为价值

内涵，以遵循共性、保护个性、发展品性为办院理念，形成了“文化育人，

研究立园，课程为本，持续发展”办园思路。幼儿园以“学会生活、勇于探

索，做更好的自己”为儿童发展目标，以“用爱铸造美好的明天”为共同

愿景激励每一名教职工。

基于对学校文化的理解，幼儿园制定了“阳光文化”建设总体目标

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成立了领导小组，统筹安排、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要求成员自觉担当好设计师、教练员和服务员，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

阳光管理思想，为全校师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幼儿园课程探索与实践

课程是链接幼儿园办园思想、教师教育价值观和幼儿发展的桥

梁。基于这样的认识，幼儿园以“阳光教育”为课程的价值内涵，构建

了“阳光课程”。阳光课程以“阳光教育”为核心理念，注重教育过程

中的开放性、互动性、游戏性、生活性、发展性，本着“遵循共性，保护

个性，发展品性”的理念，从“阳光生活、阳光主题活动、阳光区域活

动”构建幼儿园课程，使每个孩子都能“学会生活、勇于探索，做更好

的自己”。

在学习《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幼儿园重新审视了幼

儿观和发展观，关注幼儿的兴趣，满足幼儿的愿望，找到教育目标与

幼儿兴趣的结合点，将教师的要求转化为幼儿学习的需求。课程不

再是跑道，而是幼儿“奔跑的过程”。促进幼儿健康发展，促进教师幸

福成长，抒写生命灿烂成长才是构建课程的要义，才能彰显“阳光教

育”的内涵。

在课程的建构中，幼儿园还逐步对幼儿自主发展与全面发展之间

的关系、集体教学活动与自主游戏之间的关系、幼儿自主探索与教师指

导之间的关系、个体差异在群体学习中的自我发展的关系、技能技巧的

学习与幼儿自主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师个体、集体与儿童全面发展

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体现儿童的自主学习，体现“阳光

教育”的内涵。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注重教师能力提升

教师作为能够使幼儿受到影响的重要“他人”，对幼儿的发展起着

重要影响。特别是幼儿园教师每天有7-9个小时与幼儿生活在一起，他

们是幼儿重要的交往对象。教师需要具有较好的知识经验、社会交往能

力、问题解决能力、人格气质等，能给予儿童一定的指导、示范、帮助与

促进，能够影响到儿童的发展。

十二五以来，方庄三幼进行了“构建幼儿园阳光开放课程的实践研

究”，强调课程的整体建构。教师是幼儿园课程与幼儿发展之间的桥梁，

教师的有效指导直接影响课程的有效实施。但教师的课程指导能力的

欠缺制约着课程的有效实施。

因此提升教师在主题活动中的指导能力迫在眉睫，关系到幼

儿主题的顺利和有价值地开展。在研究中，方庄三幼通过观念先

行，价值引领；分层次管理，发挥各层次教师的作用；以研促教，提

升教师专业能力；提出工作要求，培养反思意识等途径促进教师专

业能力的提升。通过难点突破策略、引经据典策略、核心分解策略、

核心建构式策略等方法把研究工作具体化，聚焦于促进教师专业

能力的提升。

“给孩子一个成功的机会，成就最好的自己”；“给孩子成功的机会，

孩子会表现得更好”。成就每一个孩子，引领生命成长，这是我的愿景，

也应该是每一个教育者共同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