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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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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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对人实施的“体验教育”

1920年9月19日，在印度加尔各答市西约1 000千米的丛林中，发现两只狼哺育

的女孩。大的估计8岁，小的一岁半。她们大概都是在出生后半年被狼衔去的。两

人回到人类社会后，都在孤儿院里养育，分别取名为卡玛拉与阿玛拉。她们的言

语、动作姿势、情绪反应等方面都能看出很明显的狼的生活习性和痕迹。她们不

会说人话，发音独特，接近狼嚎，而不再是人

的声音。不会用手，也不会直立行走，只能同

时依靠两只手、两只脚或两只手、两个膝盖爬

行。她们惧怕人，对于狗、猫似乎特别有亲近

感。白天她们一动也不动，一到夜间，到处乱

窜，像狼那样嚎叫，人的行为和习惯几乎没有，

而具有不完全的狼的习性。这两个“狼孩”回

到人类社会以后，辛格牧师夫妇俩为使两个“狼

孩”能转变为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没有充分的计划性。阿玛拉到第2

个月，可以发出“波、波”的音，诉说饥饿和口渴了。遗憾的是，回到人间的第

11个月，阿玛拉就去世了。卡玛拉在两年后，才会发两个单词（“波、波”和叫

牧师夫人“妈”）。4年后掌握了6个单词，第7年学会45个单词。她动作姿势的变

化也很缓慢。1年4个月时，只会使用两个膝盖步行。1年7个月后，可以靠支撑

两只脚站起来。不用支撑的站立，是在2年7个月后；到两只脚步行，竟花了5年

的时间，但快跑时又会用四肢。经过5年，她能照料孤儿院的幼小儿童了。她会

为跑腿受到赞扬而高兴，为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解纽扣）做不好而哭泣。这些

行为表明，卡玛拉正在改变“狼孩”的习性，显示出获得了人的感情和需要进步

的样子。卡玛拉一直活到17岁。但她直到死时还没真正学会说话，智力只相当于

3～4岁的孩子。中国也有类似“狼孩”、“猪孩”的报道，结果和印度“狼孩”大

致相似。在大脑结构上，这个“狼孩”和同龄人没多大差别。一个10岁儿童的大

脑在重量和容量上已达成人的95％，脑细胞间的神经纤维发育也接近完成。只是

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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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狼孩”长期脱离人类社会，进入狼的群体，大脑的功能得不到开发，智力

也就低下。

从“狼孩”的故事可以看到，卡玛拉与阿玛拉具有人的先天遗传因子—智

能因子，但这些智能因子在未开发的情况下处于休眠状态，达不到她们可能的发

展状态，潜能永远只能是潜能。智慧的人类最后在外在形态上只能表现出狼的习

性。可见，智能开发对儿童的发展极为重要。随着教育学研究和理论的逐步发展，

人类的智能元素逐渐被发现，从单一智能模式到多元素智能再拓展。毋庸置疑，

未来人的智能仍然会不断地被发现、开发。当然，智能的开发与培育同样需要合

理、科学的手段。鸿蒙之初，智能的开发是极为有限的，仅限于人与兽的区别。

而随着科学的进步、教育的实践以及人自身发展和自由的需要，人类智能类项逐

步延伸，同时，对人类智能开发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

在此过程中，更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儿童智能开发过程中，环境对儿童

的智能开发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卡玛拉和阿玛拉处于狼的生活环境之中，所学会

的是狼的生活习惯、狼的思维和行为。在回到人类社会后，在牧师的努力和社会

教化之下，已经过了最佳智力开发期的卡玛拉和阿玛拉逐步学会一些人类的语言

和行为，智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古人有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儿童

的智能开发、身心成长，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我们的目标和要求，而是儿童对周

围环境选择和吸收的结果。因而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创设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并让儿童在其中充分感受、体验、吸收，从知识经验到能力的熏陶、培养是多么

的重要。

我们这里讲的环境是大概念的环境、硬性环境及软性环境。硬性环境—宇

宙、自然、地球、区域及各区域空间的一切设施；软性环境—一切可变因素，

如人、动物、植物、文化、气候、天气等。

例如，两个不同民族的人的区别主要不是出生地而是后期的成长地。日本人

有武士道精神，但抗战后留下来的日本孩子在中国这个大环境成长后却不见了这

种武士道精神。

野马之所以为野马，是因为它生活在野地，它们一旦在固定的环境下被驯化

以后就不是野马了。

在“狼孩”的故事中，环境有三层意思：

（1）孩子是在一个真实的狼群中长大，不是人类成长的环境，只有习惯狼生

活的环境他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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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孩子的生存前提必须按狼的习性生活和

做事，这就是体验，最直接的体验。这种体验完

全决定了他后期的生活方式。

（3）“狼孩”通过每做一件“工作”，都得到

了“好”的结果—生存需要的满足。久而久之，

他认为这是正确的、唯一的。

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是永恒的话题，作为人本身

的进步和发展同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地子教育致

力于我国儿童的智能开发，致力于民族整体竞争力

的提升，致力于民族素质的提高，经过艰辛的研究、开发，推出“地子自然体验

基地”以开发儿童的智能，培育新一代儿童的研究和创新能力。

马克思早就断言：劳动创造人。我们今天断言：生物进化，适者生存，万物

在与环境互动中进化、生存。这就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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