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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导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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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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是一座以收藏、研究、展示北京地区石刻文物为主的专

业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7 500平方米，展厅面积4 870平方米。该馆隶属于北京市

文物局，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先进单位”、

“海淀区青少年教育基地”，2008年被列入北京首批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名单中

40家博物馆、展览馆之一。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坐落在海淀区白石桥东侧长河北岸的明代寺庙真觉寺遗

址内，南临长河，与北京动物园隔河相望，北邻国家气象局，西为首体滑冰馆，

东与中苑宾馆和北京动物园海洋馆遥遥相望。

真觉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创建

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永乐中，

西域的番僧班迪达（室利沙）向明成祖朱

棣敬献了五尊金佛和中印度金刚宝座式

样，得到明成祖的赞赏，赐地兴建了真觉

寺及金刚宝座塔。金刚宝座塔建成于明成

化九年（1473年），是仿照班迪达所献古

印度比哈省佛陀迦耶大菩提大塔的式样所建，融合了中外建筑的形式和特点，兼

容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内容及中原文化的表现方式，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0月在真觉寺遗址上成立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从此这里便以其优雅的环境、独具特色的展品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北京石刻艺术

博物馆目前的陈列分为室内展陈和露天陈列两大部分。室内陈列有《北京石刻文

化展》、《北京石刻精品展》、《北京地区石刻调查·保护成果展》、《真觉寺金刚宝

座历史文化展》。室内室外的展线上展出了数百件石刻文物精品，包括珍贵的东汉

石人、北齐造像、宋代针灸穴位碑，艺术水平极高的金、元石雕、雕镂精湛的清

代石享堂以及北京地区的历代碑刻、墓志、法帖等。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资源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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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陈列区

室内陈列

为了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满足广大金石爱好者、书法爱好者的需求，北京石

刻艺术博物馆长期开展拓片技法教学项目，使人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学

习书法、拓片技巧和文化知识。针对中小学生求知欲强、善于体验、勇于动手的

特点，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在2006年建立了“石刻坊”科普实验室，为中小学生、

青少年朋友提供动手实践等项目。活动项目设有石刻传拓、酸雨对石刻的危害试

验、观看石刻保护卡通片和把古代石雕带回家—石雕翻模等活动。其中一间活

动室是为石雕翻模动手项目准备的，约3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30名同学做石雕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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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活动。由于石刻馆石雕藏品内容丰富，造型多样，是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美育教育和提升艺术修养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具有一支专业素养较强、教学经验丰富的社教队伍。其中

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称1人，初级职称2人，均具有10年以上的讲解、教学经验。

● 固定陈列名称

《北京石刻文化展》、《北京石刻精品展》、《北京地区石刻调查·保护成果展》、

《真觉寺金刚宝座历史文化展》以及露天陈列展。

● 可参与活动项目名称

1．石刻传拓　收费标准：50元/张。

2．古代石雕翻模　收费标准：25元/个。

3．石头彩绘　收费标准：15元/个。

4．集体（20人以上）参与可享受优惠价：拓片30元/张、翻模20元/个。

 备注：（1）上述活动需提前2天预约。

       （2）参加上述活动可免门票。

● 门票价格：成人20元/张、学生10元/张。

北京市中小学生免门票。

每周三免门票。

● 开放时间：9：00—16：30（周一休息）

● 服务设施： 本馆分别在展厅入口处、金刚宝座塔室、露天碑廊等21处设有无

障碍设施；旅游纪念品小卖部1处。可提供汉语、英语、韩语、

日语、法语5种语言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参观语音导览设备。本馆

停车场可同时容纳20辆车停泊。

● 联系方式：010-62173543

● 传　　真：010-62174709

●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五塔寺24号

● 邮　　编：100081

● 乘车路线： 可分别乘319路、320路、332路、695路、717路、634路、645路、

653路、698路、86路、特4路、特6路、运通105、运通106路、运

通205路等16条交通线路到“国家图书馆”站下车，下车后沿长

河北岸往东走500米即到。也可乘地铁4号线，在国家图书馆站下

车，出C口，沿长河北岸往东500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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