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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匹克精神提倡的“更快、更高、更强”，是人类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精神的体现。与之相适应在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的文化长河中，同样也对人类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易》“乾”、“坤”两卦《象传》说：“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代哲人取法天地精神而凝炼出的这两句格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

概括。奥林匹克主张将人在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结合起来，追求人

的和谐发展。和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奥林匹克的和谐理念和中华文

化的和谐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校作为奥林匹克示范校，在开展奥林匹克教育中，将了解奥林匹克精神和弘扬中华文化有

机结合，根据学生特点，特别注重了通过开发校本课程，让学生了解奥林匹克精神，让学生感知各民族文化的精髓，让

学生体会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通过奥林匹克教育的大舞台，展示中国学生对奥运和对文化的理解。下面仅对我校开发

的“秉承奥林匹克理念，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相关校本课程的探索与实践作一简单介绍，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一、一、一、挖挖挖挖掘社掘社掘社掘社区区区区资资资资源，源，源，源，开发传统开发传统开发传统开发传统文化文化文化文化类类类类校本校本校本校本课课课课程，弘程，弘程，弘程，弘扬扬扬扬宣南文化宣南文化宣南文化宣南文化 

  中华民族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一直以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深深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作为中华

民族的一员我们有责任充分利用奥林匹克这一舞台，弘扬民族文化，展示中国风采。 

  2002年我校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开发与实验研究的国家级课题开题，学校提出“以学校悠久历史和深厚的宣南文

化底蕴为基础，充分挖掘学校的课程资源，调动广大师生积极性，以课题为依托，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

点，以开放教学为形式，以师生共同学习和发展为目标的校本课程体系的建立，让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受到生动的传统

文化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的校本课程开发理念。 

  2001年7月13日，一个令全体中国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北京申奥成功了！北京“绿色、科技、人文”的奥运理念

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古国的强大魅力。作为东道主我们该怎样做呢？2002年底，我校校园电视台王涌海、窦守禄、宋妮老

师结合学校的校史教育和“宣南文化”提出了开发“走进宣南文化，迈向2008”校本课程开发设想，并提出本课程以

“研习古都历史，传播宣南文化，服务人文奥运，光耀伟大中华”为主旨，师生合作，共同研究、共同开发的课程开发

思路。这一课程开发方向因为较好的整合了相关的课程资源，从学生身边入手，可操作性强，教育性强，一经提出即得

到学校的重视。 

  从2003年至今，三个年级的学生和老师们一起进行了课程开发和实践。为了形成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让师生在课

程开发和学习中弘扬宣南文化，感受奥运文化精髓我们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 

  1．深入了解和分析宣南文化，探索课程实施的可行性，为课程实施做好相关准备。 

  “宣南”，泛指今宣武门外至广安门内外一带，大体上指今北京市宣武区的管辖范围。这里独特的文化生态便被称

为“宣南文化”。  

  宣南文化历史悠久，明清以来，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更是北京历

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宣南文化”的内容丰富，涉及经学史学（会馆）、诗词文赋、琴棋书画、戏曲杂艺等

等。 

  宣南文化不是北京土著文化，而是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交汇所形的一种成文化形态，它突出体现了中华

文化多元、和谐、共生的状态。历史上“宣南文化”曾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北京市第十四中学位于宣武区下斜街40号，畿辅先哲祠旧址。创办于1906年称畿辅学堂，为张之洞创办的新学，后

称燕冀中学。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任学校校董。 

  作为宣南地区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学校的发展过程始终浸润在宣南文化的发展之中。因此，以“宣南文化”的研

究，作为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的开发方向之一，既是学生们身边熟悉的事物，容易引以学生的兴趣，同时涉及面广，

具有相当深厚的课程开发潜力，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大有益处，另外，由于学校与宣南地区的渊源也可

以在课程中激发学生的爱校、爱区情感，使进行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成为可能。 

  2．成立课程开发领导小组，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整合学科优势，做好课程开发前期的调研和准备，为师生共同学



习奠定基础。 

  确立课程开发意向后，学校由主管校长负责，聘请对宣南文化有一定研究的语文、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

等学科教师为成员，由学校信息中心负责，校园电视台担纲开始了为期近半年的开发与实施并行的第一轮课程实验。其

间电视台的师生作为主要开发者先期走访了宣南地区名人故居、博物馆、会馆、寺庙等近百处古迹，搜集历史、民俗等

资料数千条，为课程的进一步实施做好了准备。 

  3．学生作为课程开发的主体，逐步参与到课程开发和实施中来，在课程的实施中，不断感受宣南文化的魅力。 

  作为课程开发者的学生：校园电视台的学生作为“走进宣南文化，迈向2008”校本课程的开发者和学习者。一方

面，作为电视台的成员他们参与开发课程，和老师一起研究拍摄计划，将同学们的学习过程记录下来，这让学生的兴趣

陡然升高，他们的参与也会使课程开发过程更能贴近学生的实际；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提高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平对他们

来说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作为学习者的高一年级新生：“走进宣南文化，迈向2008”在选题上抓住了学生的四个兴奋点：其一，刚入校的新

生对我校百年历史的兴趣；其二，我校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团结、求实、勤奋、创新”的特征为什么与宣南文化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其三，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为志愿者的他们，应当如何自豪地介绍自己的家乡；其四，“走进宣南文

化，迈向2008”的课程学习中，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交流、实践的机会，学生们能和老师一起将课堂的学科知识综合用

于实践，这种新颖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对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作用。有了学生的兴奋点，激发出学生的兴趣就不难

了。 

  4．以开放是学习为主，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逐步展开课程学习的内容，拓宽课程学习领域，让学生通过课程

学习之宣南、爱宣武，自觉地为宣武建设献计献策。 

  三年来，近三个轮回的课程学习，整个课程实施中老师和学生们一起探究、实践，走访了宣南地区上百处古迹，学

生们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很大发展。在深入走访和探究过程中，学生和老师们不知不觉地喜欢

上了宣南文化，而宣南文化中蕴含的中国各地域的传统文化的特色和突出体现的中华文化多元、和谐、共生的开放状

态、创新的文化精华也成为很好的教材，让教师和学生加深了对文化的理解，对奥林匹克理念和奥林匹克文化深刻内涵

的感悟。在学习中，学校又根据同学们的学习情况适时开展“宣南文化知识竞赛”、“迎接奥运，了解宣南知识竞

答”、“宣南文化擂台赛”、“悠悠宣南，百年老校”、“宣南文化进校园”等课程活动，有力的推动了课程的进一步

深入，特别是随着中央电视台、现代教育报等媒体对我校这一课程开发的报道，更让学生们参与课程学习的热情持续保

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宣南文化在京城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三年来参加过宣南文化课程学习的学生们有的已步入大学，有的也升

入毕业年级，到了2008年他们正好读大二、大三，应该是北京奥运志愿者的主力军。传播中华文化，落实人文奥运的担

子必将落在他们的肩上。生在宣南、长在宣南的学生自然要了解宣南文化，进而了解京都文化，中华文化。辅导他们做

好人文奥运的志愿者，激励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便是我们创制这一校本课程的初衷。在学习过程中生动、鲜活的

教育素材让学生们真正感受到了宣南文化的魅力，也使学生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受到了有力的传统教育。正像电视台主

持人张英伟说的：原来我们家住平房一直是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可通过学习“宣南文化”我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觉得不

起眼的院子竟然和许多名人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真让我觉得自豪！很多学生在课程学习后对宣武区的发展提出了合理

化的建议，受到区相关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在学校中，因为更加了解了学校的历史和传统，学生对学校的热爱也逐步表

现在了自觉维护学校的行为上。 

     二、二、二、二、抓抓抓抓住机遇，住机遇，住机遇，住机遇，开发开发开发开发国国国国际际际际比比比比较类课较类课较类课较类课程，加程，加程，加程，加强强强强国国国国际沟际沟际沟际沟通和理解通和理解通和理解通和理解 

  “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东道主，良好的国际沟通和理解能力是展示中国魅力

的先决条件。因此在依托宣南文化，开发传统文化类校本课程的基础上，我校还特别注重与国外学校合作，通过师生的

网上交流、互访考察开发国际文化比较类的课程，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别国文化，感受世界文化的多元，感受不同文

化对于奥运理念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国际沟通和理解能力。 

  同源文化比较——中韩文化研究，从2005年开始，我校在高一年级开设中韩文化比较课程，每年都有百余名学生参

加这一课程的学习。同学们通过对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比研究，感受与中国文化同源的韩国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体

会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通过对韩国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同学们也深切感受到韩国文化中独立、自强的民族精神，特别

通过对韩国奥运场馆、世界杯足球比赛专用场地的参观考察，同学们更是一方面为韩国人民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展示的

勤劳和智慧所折服，另一方面也对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充满期待和憧憬，同时更为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而感到无

比的自豪，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而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异源文化比较——中芬、中英、中丹文化比较课程。在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帮助下，我校从上世纪90年代以

来，即开展了与欧洲国家学校的友好往来。2004年以来，学校更是抓住机遇先后与丹麦、芬兰和英国的友好学校达成协

议，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文化命题建立对应班级分别开设课程，并在课程中通过网络和互访加强双方师生对对方文化的

了解。几年来，参加课程的同学之间通过网络对环境、经济、奥运、社会等领域的数十个命题进行了交流，在交流过程

中，我们的学生了解了欧洲发达国家历史、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在文化、环境的改善等方面积累了很

多启示，对方的学生和老师也深深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惊叹。通过每年一度的互访，两国学生更是从家庭、学校、生活

层面上有了更多地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一课程中，我们都将奥运理念和奥运文化作为话题，学生们在交流中

了解了发达国家的奥运会举办和他们对奥运文化的看法，也大力对我们的奥运理念和看法进行了宣传，在这一过程中学

生们都为对方的文化和观点所吸引，在交流中也加深了相互的理解。 

     三、深入三、深入三、深入三、深入课课课课堂、堂、堂、堂、开发开发开发开发学学学学科整合科整合科整合科整合课课课课程、播程、播程、播程、播种种种种奥奥奥奥林匹克理念林匹克理念林匹克理念林匹克理念 



  奥林匹克理念就其本质是人类自身完善和发展走向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目标的理想。我们的教育在本质上和他

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整合学科知识，渗透这一理念，我们也作出了一些尝试。在学校的积极倡导下很

多老师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限于篇幅在此只介绍一例：刚才大家听到的《相聚在北京》就是我们师生通过学习各国文

化、音乐与奥林匹克文化结合所创作的奥运歌曲，在这样的学习中学生和老师一起搜集、整理、分析、比较、创作等等

的学习过程，让学生对奥林匹克理念有了深刻的理解。 

  以上是我校在奥林匹克教育中一些不成熟的探索和做法，我们衷心希望和兄弟学校一起共同为奥林匹克教育的发展

做出我们的贡献，衷心希望以我们的行动为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召开做出贡献！衷心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在奥林匹克大

家庭中更好的展示中华民族做出我们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