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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智能”穿戴身上

阴雨天光线不好，过马路不安全，

如果衣服能发光发亮会不会确保出行

安全？如果能将智能定位插件放置在

纽扣上，是不是更便捷……这些是重

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我会智能穿戴”

课程要解决的问题。教师们编制了

“我会智能穿戴”课程教材，指导学生

自主设计和制作智能穿戴物品。

“我会智能穿戴”课程是学校“志

美课程群”的新成员，“志美课程群”还

包括选修校本课程“我爱小发明”“巧

手DIY”等。

有着近 80 年办学历史的大坪小

学历来重视科技教育，积极探索信息

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提出“立志立

新”办学理念，构建了包括志德课程

群、志能课程群、志趣课程群、志健课

程群、志美课程群在内的“志新课程”，

不断丰富学生学习体验，培植课程创

新土壤。

“熊孩子”变身“小兵”

孩子娇气、任性不仅是家长头疼

的问题，也是学校教育要解决的难

题。为此，北京市丰台区五爱屯小学

开设“学军养正”课程，学生按照课程

教材系统学习相关知识。学校教师也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国防教育：美术课

上，教师让学生搜集红歌，把对每首歌

曲背后的故事以画报、文字的形式展

示出来；体育课上，投掷练习变成了

“投弹”“打靶”游戏。

学校还以少先队活动为载体，设计

“我是一个兵”军营一日体验式活动，低

年级学生的主题是“我是小小兵”，中年

级学生的主题是“走进军营，体验军魂”，

高年级学生的主题是“重走长征路”野外

军事拓展。

通过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学生开阔

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也在活动中拥有

了团队意识、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校园里的智能种植空间

绿油油的菠菜、枝叶舒展的空心

菜，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龙洲小学教

学楼后的菜地是全校学生的宝地。为

了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龙洲小学

开设“智能种植空间”课程，打造了一

个“人人能学、时时能学、处处能学”的

教育虚拟社区。

与一般种植课程不同，龙洲小学

在菜地安装了传感器，对土壤温度等

进行监测。为了更好地照顾蔬菜，学

生还可以使用智能喷灌系统实时打理

菜地。蔬菜成熟后，学校将菜品拍成

图片上传到网店销售，收入用来开展

实践活动，目前菜品销售已经推广到

整个荷塘区。

（刘亚文 辑）

课程故事

好课程中生长好故事，有故事的课

程流动着成长的活力。在课程实施中，

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

之间一定发生过值得记录的事情。故

事里的事，或许是学生的创造力带给教

师的惊喜，或者是一次美丽的错误带给

师生的启发……我们的想象有限，你们

的故事精彩无限。2018年，让我们从讲

好课程故事开始，挖掘过程育人价值。

故事1800字，校长点评600字。

课程图纸

与学校课程报道相比，本栏目细

化学校课程的“施工图”，编发学校某

一门课程方案或区域某一类校本课程

的指导纲要，并由“本月点评嘉宾”进

行评析。35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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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体验在人的成长过程中

有重要作用，教育家陶行知“教学做

合一”的教育思想，以及“读万卷书，

不如走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等经典论述，都强

调了“知”与“行”的关系。

伴随《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意见》的出台，许多中小学已经

将研学旅行纳入学校课程计划。《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也指出，中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

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这为学校设

计研学旅行提供了依据。

那么在实践中，学校如何科学

设计研学旅行，如何落实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的目标？

给学生文化的熏陶

文化是人存在的根和魂。为了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我们将学生熟

悉的学科知识渗透到研学旅行中，让

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加深对学科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增加实际获得感。

我校从2011年开始研学旅行的

探索与实践，尤其是近两年，从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出发，对研学旅行进

行了深入研究，开展了成都巴蜀文

化研学、古徽州耕读文化研学、山东

儒家文化研学等活动。

为了保证研学旅行的效果和专

业性，我们聘请相关专业人员指导

学生实践。在大熊猫繁育基地，我

们聘请从事大熊猫野外生活调查的

专家为学生讲解、答疑，既提升了学

生的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和审美情

趣，又培养了学生的理性思维、批判

质疑和勇于探究精神。

研学旅行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让

学生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源远流长的

历史和文化，感受日新月异的科技给

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增强学生国家

认同感。我们选取和挖掘与历史传

统文化相关资源——乘坐高铁，让学

生感受国家科技的飞速发展；为学生

普及古徽州耕读文化、茶文化，观赏

黄梅戏、变脸等蜀风雅韵表演，让学

生感受传统文化的多姿多彩、博大精

深，进而拥有文化自信。

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一个人能够有多大成就，不仅

取决于拥有多少知识储备，还取决

于自身具备怎样的精神品格和自主

发展能力。为了让学生自信、从容、

有尊严地面对未来，不少学校都开

设了相关课程，但是学习效果并不

明显。这与课程实施单一有关，所

以我校将相关课程学习内容与研学

旅行结合，以研学旅行作为落实课

程目标的载体。

我 认 为 ，要 实 现 学 生 自 主 发

展，学生一定要具备自我管理能

力。研学旅行中，我们设计了紧凑

的活动，而且饮食起居、物品管理

等 事 情 都 由 学 生 自 己 面 对 和 处

理。没有了家长的庇佑，学生确实

遇到许多问题，而且常常在遇到问

题时产生负面情绪，但也正是通过

解决问题，他们变得自信自爱、坚

韧乐观，能够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

绪，具备了抗挫折能力。学生在与

在困难和同伴的碰撞中，提高了自

我管理能力，并开始学习正确认识

自我和评估自我。

研学旅行是一种团队活动，学生

代表个人更代表班级、学校的形象。

我们在研学旅行中重视学生良好行

为习惯和公民社会责任的培养。通

过行前培训、活动中体验等方式，学

生不仅与同学、教师、家长能够很好

地交流和相处，也能够自发地与导

游、研学基地教师、交警、司机等各方

面人士良好互动。

此外，通过组长负责制、小组合

作完成作品、小组竞赛等方式，激发

学生学习热情和团队意识，让学生在

合作、反思过程中强化自主学习意

识。不少学生在研学旅行结束后，投

入到相关主题的深度学习之中。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实践创新主要是学生在日常活

动、问题解决、适应挑战等方面所形

成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行为表

现。在古徽州研学旅行中，我们将

劳动体验作为研学主题，根据古徽

州特有的资源设计了丰富多样的劳

动体验课程，如采茶、炒茶工艺体

验，微型园林景观制作等。通过这

些体验活动，学生不仅掌握了相关

技能，也端正了劳动态度，形成了良

好的劳动习惯。

劳动体验课程对城市学生来讲

并不熟悉，许多学生都是第一次参

加，遇到了各种问题。在教师指导

下，学生们制订解决方案圆满解决

了难题，增强了在复杂环境中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热情。

在古徽州研学旅行中，由全国

技能大赛训练基地承办的微型景观

园林制作课程，在培训员讲解后，学

生依据图纸现场制作微型园林景

观，并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评比。

将创意和方案转化为有形作品

或对已有作品进行改进优化，成为

这次研学旅行的亮点，特别是学生

对技术应用拥有亲身体验后，更加

理解技术与艺术的内在联系，增强

了学习掌握技术的兴趣和意愿，具

备了一定的工程思维。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有序开

展，离不开教育理念、教育人和教育

资源的共同支持，需要教育主管部

门、学校、教师和家长彻底转变应试

教育的观念，挖掘优质教育资源，将

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综合

能力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

我相信，只要我们转变观念、勇于

担当，努力获取社会各界通力支持，研

学旅行一定能够让更多学生受益。

（作者单位系北京实验学校）

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

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

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

习与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

活动，也是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衔

接的创新形式，还是教育教学的重

要内容、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

径。学校开展研学旅行要“活动有

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

同时还要明确学校、家长、学生三

方的责任和权利。

既然是外出学习，学校不仅要

关注学生安全问题，更要对研学内

容和研学方式精心设计，明确研学

旅行的核心要素，才能保证研学旅

行效果。

课程，研学旅行的核心

研学旅行与旅游相区别的重要

标志是课程落实，如果研学旅行中

有课程但不加以落实，就会变成旅

游。没有课程的行万里路学习，只

能是出门长见识。

课程是研学旅行的核心，课程

设计是关键。

遵循“开放性、综合性、体验性、

生活性、校本性”原则，学校研发真

正具有“一地一课一特色，不可替代

与模仿”特征的亮点课程，确实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只要紧扣

“学生素养培养，地方特色挖掘，学

科知识链接，课程内容外化”四个要

素，研发出“年龄学段课程目标明

确，山水历史人物文化体验，学科知

识对应链接思维，课程实施手段方

法灵活”的课程也不是不可能。

同 时 ，课 程 内 容 应 该 紧 扣 时

代特征，智慧城市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都是研学旅行的绝佳素材。

落实，研学旅行的目的

唯有在研学中，学生才能验证

课堂所学知识。落实，才是研学旅

行生命力所在。我以《调南水润京

津·阅淅川感党恩——饮水思源淅

川行》为例，与大家探讨研学旅行如

何落实课程内容。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一条由

水库、高坝、渡槽、隧洞、倒虹吸、

明渠构成的新时代人工大运河，

惠及京津冀豫。引汉江水，跨伏

牛山，穿黄河底，沿线生态、历史、

文化资源丰富。

依据南水北调中线的丰富资

源 ，我 将 课 程 内 容 设 计 了 4 条 主

线：参观国际国内跨世纪的“最”字

号南水北调工程发源地淅川县，从

民生工程的“输水线”领略中央领

导人的高瞻远瞩；从环境建设的

“生态线”，感慨淅川移民的无私奉

献；从弘扬传统的“文化线”，探访

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从造福人民

的“经济线”，感受中华民族的勤劳

智慧。

学生在每条线的学习目标根据

学段有所不同：小学段体验与感悟，

中学段体验与感知。

课程实施也抓住导研、导学、导

旅、导行四个节点，层层落实：

“导研”要精准。围绕研学主题

编写旅行“导研卡”，一地一卡，供师

生解说使用。“导研卡”避免与旅游景

点解说词重复。教师对研学主题的

重点、难点进行精准点拨和思维引

导，启发学生观察、发现、解决问题。

“导学”要精细。围绕课程每一

主题编制“导学卡”，“导学卡”分“研

学记忆”和“旅行聚焦”两部分。“研学

记忆”的填空答案除固定的人名、地

名、时间、数字外，均无固定答案，学

生可自由发挥。“旅行聚焦”内容关注

学生文化水平旧知识结构和新知识

产生的融合提升。学生每天完成一

张“导学卡”，“导学卡”完成后存入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档案。

“导旅”要精彩。食宿文化也是

研学主题，例如淅川农家乐床铺让

学生体验区别于家庭、学校、宾馆的

住宿感受；引入荆紫关古镇八大件

饮食文化、香严宾馆清斋素食文化，

体验地方习俗和养生保健。

“导行”要精致。教师要将与课

程内容相关的视频、网文链接制成

二维码印刷在导学卡上，学生可以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提前观看。以

“先预热，后体验”的学习方式启发

和鼓励学生用信息化方式呈现、分

享研学成果。

兴趣，研学旅行的老师

旅游需要导游，研学旅行也需

要导师。导师不同于导游，是“教

师+导游+心理咨询师”三种身份的

集合体。导师不仅要在研学旅行开

始前有丰富的知识准备，还要依据

实际情况对课程二次研发，激发学

生研学兴趣。

导师要以让“学生发现”为理

念，从方法、手段方面引导学生掌

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和手段，例如告知学生不认识的花

草可以借助“形色识花”APP 查找

识别。

研学旅行中游戏必不可少，导

师要结合学生年龄特征、课程需求

和地理环境慎重选择，才能让学生

乐行乐学。

需要提醒的是，导师不必为了

游戏而游戏，对推进研学旅行进程

有益的游戏才是必要的，例如开营

时的“破冰游戏”。

考核，研学旅行的镜子

考核是一面镜子，是对研学旅

行课程设计、执行、分享的综合考

量，更是在课程目标指引下学生核

心素养养成和表现的大检阅。

考核要以安全为前提，从“目标

检测（导研导学分享率40%）、过程管

理（流程细节完善率30%）、成果评价

（课程内容成功率 20%）、社会评估

（群众家长满意率10%）”等四个方面

进行考核。

对于一个学生的评价而言，考

核虽然有标准但也要不唯标准，

导师应以“导学卡”为基础，兼顾

活动和游戏参与程度，结合分享

情况评价学生。也就是说，目标

检测结果要体现每个学生的获得

感和成功感。

研学旅行是一门综合实践课

程，只有解决“研的内容，学的方法，

旅的地方，行的途径”等实质性问

题，才能远离传统课堂的说教灌输，

真正与学校教育密切结合，把研学

旅行的课程目标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灵宝市电

化教育中心）

研学方行知
□杨丰烈

设计研学旅行的三个着力点
□李银乐

研学旅行助力学校教育研学旅行助力学校教育

研学旅行是一种教育服务，是“学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做教室
里做不到的学问”。学校如何设计研学旅行，如何在研学旅行中落实
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本期为您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