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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9月1日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启动以来，海淀区按照终身学习

理念，实施“大教育—大课程—大课堂—大资源”工作思路，把大中小各学段相

互贯通，各个学科和各学习任务相互整合，各种学习途径和学习资源深度统筹，

学校、社区、家庭等教育阵地进行生态化再构，初步建立了以推进中小学生深度

实践学习为核心，以探究性项目活动为抓手，以资源供给为突破，以联合联动、

共享共赢为策略的操作机制，探索了社会大课堂应用的大中小联动、课题项目带

动、企业社团参与、学校社区互动、学区整体推进、常态综合应用六种实践模式，

努力将社会资源向教育资源转化，将教育资源向课程资源转化，开发了“北京海

淀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系列探究课程资源包”，现择其10本先期出版，以适应学

校、学生、社会资源单位的需要。

系列一《社会大课堂探究课程总课表》，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海淀社会大课

堂资源联盟单位共同开发，是本系列课程资源包的总指南、总导航，包含了我们

开发的所有课程菜单，分别按照探究内容和学校相关学科分类，为中小学校、学

生自选活动课程提供了依据。

系列二《社会大课堂之“博物馆探究”》，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北京市文物

局博物馆处及100多家博物馆共同开发的特色课程，包括博物馆探究学习的特点、

目标、方法、分类及指导，精选爱国教育类、人文历史类、文化技艺类、名人故

居类、艺术展览类、科学普及类、自然地理类、区域发展类等典型案例，引导学

生广闻博识，和博物馆多多约会，在大课堂中提升文化素养。

系列三《社会大课堂之“创意美劳”》，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北京市海淀区

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共同开发的特色课程，既有适合群体活动的项目，也有结合

学校科学课、综合实践课和劳技课等而开设的扎染、电子制作、机械组装、灌注、

模型、编织软陶、丝网印刷和木工工艺等课程。这类课程在给学生提供体验性、

娱乐性的同时，结合了学校学术性课程，充分体现了校内外教育衔接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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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社会大课堂之“国花天地”》，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共同开发的特色课程。针对植物园的地理、环境、设施、成果、人才等

特点，本着“在体验中学习、在探索中感悟、在自然中解压”的社会大课堂实践

教育理念，以中外市花、国花的赏析为线索，重点探索花的科学、技艺、意境和

文化，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拓展人文精神，体验和感悟人与花的美妙关系。

系列五《社会大课堂之“现代农业”》，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北京市农林科

学研究院、国家农业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特色课程。这对于很少接触农

业的现代城市中小学生来说，是一堂必不可少的农业实践普及课。虽说现代城市

的孩子的未来职业跟农业不太挂钩，但是民以食为天，农业的常识是现代科学教

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现代农业”课程在向中小学生普及农业知识的同时，也为

学生想象和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动手能力。

系列六《社会大课堂之“皮影艺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中国龙在天皮

影艺术团开发的特色课程，从皮影艺术的起源、发展和创新，到皮影艺术的功能、

文化和教育内涵，全面展现中华传统文化技艺的魅力，并通过皮影DIY环节，让学

生在创意中体验，投入表演传统剧目，深刻感受文化的力量。通过这个课程的实

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渗透民族精神教育，推进教育与生活的

艺术的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素养。

系列七《社会大课堂之“石刻艺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北京石刻博物

馆、北京市温泉第二中学共同开发的特色课程。此课程引领学生亲密接触石头，

学习石刻技术，走进石刻艺术，感悟石刻文化，把科学知识、文物鉴赏、技术实

践、文化认知融为一体，体现了大课堂深度实践学习的理念。这套课程曾经在北

京温泉二中等中小学试用，受到师生的欢迎。

系列八《社会大课堂之“主题体验”》，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中国儿童少年

地子自然体验基地共同开发的特色课程。主题基地体验教育的核心是“自然、体

验、过程”。在这个教育理念下，基地为中小学生提供自然而非虚拟的环境，让

学生在体验（玩、做）的过程中完成教育任务，包括知识、能力、素质、人格等

“道”和“德”的内容。这种体验活动对于中小学生个性的养成，综合素质的培养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系列九《社会大课堂之“综合探究”》，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北京市海淀区

教师进修学校共同开发的特色课程。“综合探究”强调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自主进

行综合性学习活动，是基于学生的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实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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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知识的综合应用和实践性课程。其课程开发形式，超越具有严密的知识体系

和技能体系的学科界限，以学生的经验、社会实际及社会需要和问题为核心，以

主题的形式对课程资源进行整合，有效地培养和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

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强调多样化的实践性学习，转变学生那种单一的以知识授

受为基本方式、以知识结果的获得为直接目的的学习活动，具体活动如探究、调

查、访问、考察、操作、服务、劳动实践和技术实践等。

系列十《社会大课堂之“求索万里行”》，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携手海淀社会大

课堂资源联盟中的一些大学、科研机构及使领馆开发的特色课程。按照地域分为

海淀共享课程、北京精品课程、国内经典课程和国际高端课程四个层级；从时间

维度分为常态大课堂探究、周末大课堂探究、春秋游大课堂探究、小长假大课堂

探究和寒暑假大课堂探究五个实施阶段；内容分为人文探究、科学探究、艺术探

究、自然探究和拓展探究五个系列；课程形态分为综合探究、学科探究、主题探

究、体验探究、实践探究等多种样态；从功能分为对话世界、认知突破，深度学

习、多元建构，体验感悟，提升素质，挖掘潜能、精彩人生等价值参照体系，每

个活动包括功能、特点、目标、内容、过程、方法、评价等系统要素，体现中小

学生实践教育的专业性引领品质，以推进对学生社会化、生活化、探究化深度学

习的指导，构建大课堂学习的社会教育标准。

下面就随我们一起进入社会大课堂，体验社会大课堂的丰富多彩！

编 者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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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花是指一个国家特别著名的花，是一个国家悠久的

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凝结，象征民族团结的精神，表达民众

的人格美德，具有一定的含义。国花为各国人民高度重

视，反映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浓郁的民族感情，并可增强民

族凝聚力。

第一单元

国花—“盛开”的国家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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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花知多少1
人类离不开植物，植物是整个生命世界的基础，花卉是植物的精粹，美化着

人们的生活环境，给人芬芳，传递浪漫。当人们把一种花卉作为自己国家民族的

象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花就诞生了。

一个国家的国花反映了本国的自然特点、文化传统与民族情感，与国家的历

史、经济、艺术、宗教、习俗等关系密切。目前，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有

100多个国家明确了国花，我国是唯一没有明确国花的大国。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民族众多，奇花异卉资源丰富，到底什么花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最能代表繁荣昌

盛的新中国呢？

同学们都喜欢什么样的花卉呢？让我们通过这节课，了解一下世界各国的名

花，选出各自的班花。

欣赏图片上的花儿，能说出是哪国的国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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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花“盛开”的历程

以花作为国家的象征是从18世纪以后开始的，这一优良传统很快被一些国家

所接受，选举国花是自愿进行的活动，至今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明确了本国的国

花。各国的国花评定有其不同的标准与侧重点，如巴西的国花“卡特兰”、埃及的

国花“蓝睡莲”，注重的是国家的传统名花；荷兰的国花“郁金香”，日本的国花

“樱花”、“菊花”，则是因为本国培育出了大量的优良品种；苏联的国花“向日葵”，

看中的是这些花的特殊经济价值；美国则是在玫瑰花和金盏菊之间争论不休，直

到1986年9月23日，通过美国众议院表决，“玫瑰花”荣获国花尊荣，理由是玫瑰

花是爱情、和平、友谊、勇气和献身精神的象征。

各国的国花

先介绍几个熟悉国家的国花吧！

荷兰是欧洲的花园，鲜花之国，郁金

香是它们打造的最响亮的名片。郁金香曾

经价值不菲，甚至有人用一座带花园的别

墅换取一个珍贵的品种。现在荷兰的郁金

香是主要出口创汇商品之一。

在荷兰，郁金香是美好、庄严、华贵

和成功的象征。

法国是一个鲜花之国，它的首都巴黎

有“花都”的美誉。鸢尾被视为法兰西王

国的国花。法文的鸢尾花与“路易之花”

发音相近。鸢尾花形像鸽子飞翔，象征纯

洁的“圣灵”。

美国国花经百年争论，于1986年9月

23日国会众议院通过玫瑰为国花。他们认

为玫瑰是爱情、和平、友谊、勇气和献身

精神的化身。美国人还认为红色玫瑰花象

征爱、爱情和勇气。淡粉色传递赞同或赞

荷兰—郁金香

法国—鸢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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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信息，粉色代表优

雅和高贵的风度，深粉

色表示感谢，白色象征

纯洁，黄色象征喜庆和

快乐。

3月15日是日本的

樱花节。日本有樱花30

多种类，300多品种。日

本所有公园里，满目都

是樱花。日本人民认为

樱花具有高雅、刚劲、清秀质朴和独立的精神。他们把樱花作为勤劳、勇敢、智

慧的象征。日本有“樱花七日”的谚语，是说花期很短。因此日本家庭里一般不

种樱花，认为对家族的兴旺延续不吉利。

日本—樱花 希腊—橄榄花

希腊的国花是橄榄花，为什么希腊人要选橄榄花为其国花呢？理由很简单，

因为橄榄象征大方淳朴，而且西洋人一向以橄榄叶象征和平，所以希腊人为了崇

尚和平，就取橄榄花为国花。

美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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