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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阳人文行走⑦

在路上

地图对于行读课程有着神奇的

功效——它可以将眼前的现实空间

放在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将我们的目

光转向“上帝视角”，将地形、水文、气

象、生物、人类城市、交通等因素巧妙

联系，从而推测历史、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的大致面貌，结合各种阅

读材料，进一步激发师生的情思和

对话。

行走准备时，地图是勾连行前各

类阅读材料的有效工具。“左图右史”

本是人文类学习应有之法，灵活使用

不同类型地图，可以将行走牵涉的各

种阅读信息串联。如通过地形图，理

解地形地貌、河流走向对不同区域的

影响；通过历史地图，将行走所涉景

观的历史地理信息串联，理解有关历

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通过人文景观的

专题地图，对一类景观进行分布规律

探索等。比如，在“丝路探秘”行走

前，我结合中国地形图让学生思考：

假如塔里木盆地东西颠倒，将它面向

东的开口变成面向西，帕米尔高原就

在现在的敦煌地区，结果会怎样呢？

通过这个“大开脑洞”的提问，串联起

气候带、降水带和人口文化的分布，

让学生理解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

明贯通的作用。

每到一个行读点，我做的第一件

事情总是打开地图，通过现场位置和

地图比照，给学生以上帝视角，打开

地理域界，将视线从此时此地引向更

为广阔的时空。行走到长白山天池

瀑布时，学生面对一条细细的水流颇

感失望。这时，我在地图上比画出从

长白山发源流向不同方向的三条大

江，告诉大家我面对这一瀑布时，会

想象出小溪汇成大江，流向东北亚、

流向西伯利亚的宏阔空间……从地

图抽身出来再看眼前，就会有更为壮

阔的心理感受。

而除了“想象”，地图也能帮助

我们理解历史遗存现场。比如行走

在武夷山闽越国都城遗址时，我问

学生，闽越国的国都为什么建在这

样一个山间小盆地，并且宫廷的主

要宫殿都朝向西北方向？当我展开

地图，把眼前位置与地图上更广阔

的空间联系起来，大家发现宫殿的

朝向指向遥远的首都长安……学生

很快推测，闽越王用这样一种方式

向汉皇帝表示忠诚。而选择闽北山

间盆地，从地图上查看周边，很容易

发现可能因为闽越国民众主体来自

旁边浙江的古越国。

行走中，地图还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眼前文物背后的故事，而不只是停

留于标签上的事实性信息。比如上

海博物馆青铜器馆的齐侯匜，是齐侯

制作送给来自虢国孟姬夫人的礼

物。我让学生观察历史地图上虢国

与齐国的位置，虢国在函谷关附近，

是周天子的近亲，而齐国则是异姓

国，在东夷聚集的山东半岛，可见其

地位之低。可是，齐侯匜诞生的春

秋，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虢国却涉

及著名的“唇亡齿寒”故事，最终灭

亡。我们可以想见，在它未灭之前，

虢国国君为什么把自己美丽的公主

远嫁到原来地位较低的齐国？表面

上的爱情信物却隐含着政治婚姻的

诸多无奈，甚至爱恨情仇……

行走的灵魂是在历史现场理解

人，地图在其中也能起到很好的作

用。结合地图来诵读诗文，并在现场

比对目前的环境，可以激发学生对人

物思想情感乃至人性的深入体验和

思考。当我带学生登上镇江北固山，

诵读辛弃疾“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时，面对眼前滚滚

长江，展开地形图，看京杭运河与长

江交汇，看南宋抗金前线，学生自然

可以理解这块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

性，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辛弃疾登临时

的豪情与悲愤。

我们在行走时，还经常让学生通

过“画地图”来了解景观之间的空间

关系，发现隐含的自然地理与社会文

化信息。比如在洛阳，我们让学生通

过观察和推理画了洛河、伊河、伊阙

龙门与隋唐洛阳城“七天”建筑之间

的空间关系，以此理解都城“中轴线”

及其象征意义。

地图贯穿行读的整个过程，也串

起眼前景物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上的系列信息，将我们对于历史人

物、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知纳入时空

网络中，形成自身的知识系统和情感

价值认知。

可以说，一图在手，通行天下。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

语学校教师、樊阳人文公益讲坛创始

人，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教师万蓓

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图行天下
——行读课程中地图的运用

□ 樊 阳

今年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一

年级的目的地是位于河南开封的

清明上河园——一个有着深厚历

史文化底蕴的地方，而孩子们才六

七岁，这些历史文化对他们来说似

乎特别遥远，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们

不虚此行呢？

年级课程组与大家共同协商

确定了本次社会实践的两个目标：

一是通过游园看表演，了解并感受

北宋服饰、建筑、民俗等历史文化；

二是了解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及创

作背景。

我们班的学生距离这些目标

究竟有多远？语数英老师聚在一

起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问题如下：

（1）你知道清明上河图吗？（2）你知

道清明上河园因何而得名吗？（3）

你能讲讲清明上河园中的一个小

故事吗？

很快，调查问卷结果出来了，

我们发现：大部分孩子对此一无所

知，但个别孩子的知识面很广，基

本能答上来。很明显，孩子们呈现

了“两极分化”。怎样做才能缩小

差距，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有所收

获？仅仅是靠当天去清明上河园

转一圈吗？显然，这样肯定难以达

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往年举行实践活动前，我们一

般会让学生通过制作手抄报了解

景区的相关知识。手抄报做得特

别精美，可孩子却一问三不知，因

为全都是家长帮助做的。今年还

继续沿用这样的方式吗？不，我们

要改变。经过商讨，我们决定“三

管齐下”——一是借助家长资源，

让家长给孩子讲相关的历史文化

故事；二是学生自己制作手抄报，

不求精美，呈现自己的收获即可；

三是对于知识面广的学生，给他们

提供平台，让他们“开讲”。

说做就做！我们发现，班里的

学生家长有当历史教师的，有对历

史文化特别感兴趣的，还有的是资

深导游，这些都是特别好的资源。

我们随即决定：接下来两周所有晚

托时间全部用来上“家长课堂”。

当天，我就在班级群里发了一条招

募信息，没想到得到了家长的大力

支持，他们纷纷报名。

我们又与报名的家长进行对

接，对家长课堂的内容进行了整体

规划，围绕目标设计出孩子们需要

了解的内容。就这样，围绕清明上

河园主题的家长课堂开讲了。

第一节：整体了解宋朝在漫长

的封建王朝中所处的位置及文化

历史。家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

孩子们讲解。

第二节：全方位了解宋朝。家

长从宋朝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给孩

子们作介绍。通过明德妈妈的讲

解，我才知道现在人们穿衣服是颜

色、款式、材质任选，可是在北宋，

穿衣服有严格的等级限制，这些都

不能自主选择……

第三节：了解清明上河园的历

史背景——它是基于张择端的清

明上河图建造的。

第四节：清明上河园中重要

景点的历史背景。比如，孩子们

必看的枪挑小梁王、东京保卫战

等大型节目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呢？这就为孩子们观看节目奠定

了基础。

第五节：你不知道的清明上河

园。资深导游依诺爸爸通过介绍

清明上河图，让我们了解到宋朝的

一些“野史”。这些故事极大地激

发了孩子们的兴趣。

五次家长课堂结束了，孩子们

对此次研学充满了期待。我们又

设计了相关的调查问卷，通过研学

单测试，孩子们对清明上河园及宋

朝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终于到了出游的那一天。当

我们真正走进园中，兴奋的孩子们

把看到的一景一物与他们之前的

了解迅速建立起联系。游园时，他

们聚精会神讨论着：哪里与自己想

象的一样，哪里又不一样——孩子

们不再是走马观花看热闹，而是慢

慢开始看门道。

在观看演出“枪挑小梁王”时，

有个孩子说：“小梁王家在当时特

别有权势，他胡作非为，而岳飞家

境贫寒，只是一个小老百姓，有一

颗精忠报国的心……”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返校途

中，孩子们似乎意犹未尽，还叽叽

喳喳地说着东京保卫战中的英雄。

回校后，我们尝试让学生绘制

一份关于清明上河园的“旅游手

册”。没想到，孩子们不仅能画，还

能清楚地讲故事。

社会实践课程基本结束了，可

是孩子们对历史文化的探究还兴

趣盎然，于是我们趁热打铁，开展

了“读史实名制”阅读打卡活动，牢

牢抓住这个引导孩子们读书读史

的好机会。

这次研学，我们预设的目标达

到了，没想到还吸引孩子们爱上了

阅读历史，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

期。这样的实践活动，有效又有

趣，为孩子们的学习打通了另一

条路。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郑

中国际学校小学部）

从课堂到清明上河园
□ 张 可

“老师，你看，远处的山好像《走

月亮》中的点苍山。”

“这烟雨笼罩的山川大地，感觉

就像老师讲的那种人间仙境。”

孩子们在车厢里叽叽喳喳地叫

着，像一群快乐的小鸟。他们的小脑

袋瓜里，除了兴奋，还有好奇。

“老师，路两旁的花，好多呀，好

美呀！”

“老师，这是不是太阳花？五颜

六色，五彩缤纷。”

孩子们从远处的山峰浏览到近处

的花朵，目之所及，看见的全都是美。

经过 5天的研学，他们的观察变得如

此细致，他们的内心变得如此丰盈。

“你们真会观察，这一路上的花

有格桑花、百日菊，还有你们说的太

阳花。他们都很美，和你们一样美。”

我笑着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是经过学习才知道的。”

“老师，你还需要学习吗？”

“肯定呀，我们的一生都是学习

的过程。学习不仅仅在课堂上，也在

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就像这次研学

活动，你们有收获吗？”

“有！”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有收获就说明不枉此行。其实，老

师也看到了你们的变化。回去后，一定

要把你们最深的内心感悟记录下来。”

孩子们有的开始深思，有的打起

了瞌睡，有的窃窃私语。我亦心绪难

平。他们不就是那雨中的太阳花

吗？正接受着风雨的滋润，然后向阳

而开、向上成长。

这次我们四年级的研学活动为

期5天，我是第三天上午到的。

“李老师，好想你呀！”孩子们一

边欢呼着，一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

抱。我的内心是满满的感动。

晚上查寝的时候，一个苹果悄悄

塞到了我手里，“老师，给你吃。”那个

像苹果一样红嘟嘟的笑脸，让我忍不

住想亲一口。

我拿着水杯，正在寻找水房。一

个身影欢快地跳到我面前，“老师，我

帮你打水。”“不行，烫着了怎么办

呀？”我担心地说。“这几天，都是我们

自己穿衣、叠被、打水，我们都自立

了。”小家伙骄傲地说。我点头称赞：

“嗯，是长大了，好，老师相信你。”

走水上滚筒时，孩子们听教官的

话，两人一组，团结合作，手牵手顺利到

达。他们完成课程后，我弱弱地说：“我

也想走，可是有点害怕，谁陪陪我？”

“我，我……”一片小手像小白杨一样高

高举起。我把目光定在一个平时比较

胆小的孩子身上。“你帮帮老师，好吗？”

他既腼腆又兴奋地点了点头。我牵着

他的手，感觉到了他的力量。

我们班的男生比较多，有的活泼

可爱，有的调皮捣蛋，有的性格内

向。画京剧脸谱时，一个不爱讲话的

男孩，嫌弃自己的脸谱画得太难看而

扔在了地上。我捡起来，搂着他的肩

膀安慰道：“这哪里不好啦？我们不

和别人比，只和自己比，你的动手能

力比原来强多了。这是你的劳动成

果，不要随便丢弃哦。”孩子气呼呼的

脸色有所缓和。“把脸谱戴上，老师给

你照张相，多好看啊。”他虽然从头到

尾没说一句话，但我看见藏在脸谱后

的那张小脸已经绽开了笑容。

“教官，小杰哭了”“是小泽打的”

“对，他总打人”……孩子们像炸开了

的锅。教官走到小泽身边，小泽流着

泪大声吼道：“是他先打我的！”小泽脾

气比较急躁，一犟起来就控制不住自

己的情绪。我对教官说，让他们继续

上课，我带小泽到旁边进行心理疏导。

到了偏僻处，“来，我们一起做深

呼吸，平复一下情绪。”小泽依然拧着脖

子，很不服气。我掏出纸巾，帮他擦去

泪水，搂着肩膀，将他的头轻轻靠在我

肩上，慢慢开导：“我知道你有委屈，想

象一下，你就在妈妈的怀里，很安全，很

温暖。”几分钟之后，小泽的眼神平和了

许多。“刚才，是不是感觉到有个魔鬼在

控制你呀。我们的大脑里有个天使，也

有个魔鬼，一定要让天使战胜魔鬼才

行。来，说一说你的委屈吧。”

“是他先打我，我才还手的。”

“你再想想，是他先动的手吗？”

“嗯……是他先把草弄到我头上

的。”小泽的头微微低下。

“哦，他先把草弄你头上，是他不

对。那谁先动的手呢？”

“是……是我……我也不对。”小

泽的头埋得更低了。

“知道错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改正！道歉！”小

泽抬起头大声说。我竖起大拇指。小

泽和小杰终于握手言和，他们相互道

歉，敢作敢当，共同成长……

车窗外的雨水淅淅沥沥，洗刷着

大地。大巴车在弯曲的山路上行驶

着，两旁的太阳花和格桑花像织不完

的锦绣，一直绵延到远方。我想，我

们的孩子就像这太阳花一样，在风雨

中洗礼，在阳光下成长。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城市实验小学）

我和学生参加过沪杭、京鲁、西

延、港粤等研学营，走过 8 省 20 个城

市，行程4万多公里，独特的研学经历

使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和温度。

走过才会懂得，准备好了再出发

收获更多，“简化式”的研学对学生的

意义并不大。

游西湖前，我们了解西湖十景、

传说、三杰等。苏堤遍植桃柳，株距

相同，除固堤外还能产生“烟柳画

桥”的意境。读《孔乙己》，茴香豆的

情节格外有趣，来到咸亨酒店，立即

买来尝尝。游沈园朗诵“红酥手，黄

縢酒……”读《文化苦旅》，提前“登”

上鸣沙山。

学生还把景点文化介绍和相关

诗词、文章整理提炼，做成幻灯片展

示，将认知和行动统一，才是真正的

知行合一。

每次出行前，我都会提出规定行

程之外的申请，制造一些小惊喜。忆

江南研学营去惠山古镇先锋书店买

书；光影横店研学营去了纯真年代书

吧——这家书吧是西湖边上的文化

客厅，有人说，到杭州必去“纯真年

代”。我们在书吧吃简餐，欣赏莫言

的题字“看山揽锦绣，望湖问子潮”，

读《生如夏花》，动情处，泪流满面。

港粤研学，我们申请去广州银河

公墓祭萧红。本想像戴望舒一样，带

一束火红山茶，走几小时寂寞长途，

无奈当天山茶脱销，只能带别的花，

学生说以后会再来。文学经典的筵

席不散，这些孩子会来，我也会来。

与美好见面的同时也会遇见丑

恶。一次，列车上发生争吵，打碎了

全车人的美梦，有学生这样记录：

我被一阵嘈杂的争吵声惊醒，竟

然是一些中老年乘客不遵守秩序，在

车上打扑克，大吵大叫。我心里暗

叹：这些人都是坏榜样，是老师所说

的反面教材。为什么这种事情常在

生活中发生呢？

研学旅行中，学生遇见各种人和

事，丰富了生活，增长了见识。

当然，每次行走前我们都会安全

护航，为行走助力。

比如，我们会在行前会议上明确

职责。临行前一天，我们召集学生和

家长开会，分成小组，安排负责人，明

确职责——如向组员传达信息，清点

本组人数，督促填写研学手册等。师

生提前做 PPT，介绍景点文化，安排

两名安全员负责清点总人数、提醒系

安全带。我们还发放研学物资，宣读

“安全须知20条”，家长签订自愿参加

研学承诺书。

做到这些之后，等于加上了一层

安全保险。外出自由度相对较大，学

生极容易“撒欢”，问题自然不会少，

管理上要做到外松内紧，格外细心。

装 卸 行 李 我 们 会 有 巧 妙 的 安

排。装卸行李时，大量学生挤在行李

舱旁边，马路上过往车辆多，既影响

交通，又存在安全隐患。每次出行

前，我们专门挑选两名身强力壮的男

生负责装卸行李，增加安全系数。

关键时刻我们也要确保安全。

有次北京转车，全员住进宾馆已是半

夜，房间分布像迷宫一样复杂，为避

免学生害怕，我把五六个女孩集中到

我的房间，两张床拼在一起，我不得

不睡在地上直到天亮。

当 然 ，拍 照 其 实 也 有 注 意 事

项。那次天安门广场升旗观礼，人

山人海，想拍一张集体照太难了，费

了好大的劲排好队，照片中竟有无

数个路人甲。如果我们提前排好拍

照的队形，可以为出行节约不少时

间，拍照效果也好……

教育需要一个体验场，不入园

林，怎知秋深几许？只要经历，便是

以不同的方式看见自己，看到不一样

的世界。这样踏遍万水千山，你也能

遇见更棒的自己。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五常市第

一中学校）

研学地理

走出去·看世界
□ 齐 崇

像太阳花一样成长
□ 李凤英

11 月，山东省青岛市洛阳路第一小学把研学课堂搬进青岛人工智能展厅，孩子们通过参观人工

智能科技、裸眼3D、四足机器狗等，感受科技魅力。图为学生观看工业机器人演示。 （王海滨/图文）

山东青岛：研学课堂感受科技魅力

研学课程

研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