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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教育视域下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开发研究

陆欣欣

西安欧亚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本文基于三生教育理念，探讨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的开发。通过分析佛坪县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特色，阐述

如何将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融入研学旅行项目中，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并促进当地旅游与文化教育产业的协同

发展，提出项目开发的原则、目标、内容设计及实施保障策略，为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的科学规划与有效开展提供理论依

据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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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坚持全面发展，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

育、生存教育，加强美育和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为三生教育提供了顶层设计依据。目前，佛坪县现

已有相关研学项目，但三生教育理念在其中的融入较为欠

缺，开发基于三生教育视角的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能有

效推动当地旅游与文化教育产业的协同进步，实现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1  三生教育概况

1.1概念定义

“三生教育”是指通过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

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

观、生活观的主体认知和行为过程。

1.2核心理念

生存教育是基础、是关键，生命教育是前提、是根本，

生活教育是方向、是目标[1]。生命教育是帮助学生认识生

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健康地

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教

育。生存教育是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保

护生存环境，强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规律，提高生存的

适应能力、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树立正确生存观念的教

育。生活教育是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获得生活体验确

立正确的生活观，追求个人、家庭、团体、民族、国家和

人类幸福生活的教育[2]。

2  佛坪县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及研学项目概况

2.1佛坪县资源概况

2.1.1.自然资源

佛坪县，坐落于陕西省汉中市，地理上处于秦岭深处腹

地，佛坪县森林覆盖率高达91.19%，核心保护区内森林覆

盖率超过95%[3]。野生大熊猫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现存约

130只，占秦岭大熊猫总数的1/3，拥有全球唯一可稳定观

测的棕色大熊猫种群，金丝猴种群超1500只，羚牛约2000

头，与朱鹮共同构成“秦岭四宝”完整栖息地[4]。

2.1.2.人文资源

2.1.2.1非物质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佛坪县正式公布非遗名录项目18项，覆盖传统

手工技艺、美术、音乐、医药、戏剧与民俗六大领域，其中

省级非遗2项包括佛坪神仙豆腐制作技艺、佛坪竹编技艺。

2.1.2.2物质文化资源

佛坪拥有以全面展示秦岭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内涵的秦岭

人与自然博物馆及秦岭•佛坪博物馆，是了解佛坪、认知佛

坪的一扇窗口，其中佛坪博物馆于2020年被命名为汉中市

科普教育基地。同时，佛坪县作为曾经的红二十五军长征

驻地现存战壕、标语墙等遗址[5]，是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此

外，观音山、观音崖、老庵寺、老庙坡等众多与佛、道相

关的地名，反映了宗教文化在当地的深厚影响。

2.1.2.3社会资源

佛坪县拥有以岳坝村、沙窝村迴龙寺村、五四村等为代

表的8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了多元化的产业融合模式，

形成了田园观光、民俗风情、农业体验、民宿度假等多种

业态的发展模式，为康养、旅游、休闲、研学等多种业态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

3  佛坪县现有研学问题现状分析

就现有的研学项目来看，佛坪县的研学项目课程设计

在科学性与教育目标匹配度方面契合度较高，基础设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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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研学项目涵盖方向广泛，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研学课程中三生教育理念的融入不够深入，课程内容存

在同质化现象，缺乏差异化特色。许多项目过度依赖大熊

猫、红色文化等共性资源，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亦显不足，

整体上课程内容较为浅显。大多数研学活动依旧以“听讲

解+游览”为主，缺乏足够的实践性和互动性，研学内容“

重游轻学”，教育效果有待提升。

4  三生教育视域下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开发与实践

4.1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开发原则

研学旅行项目以三生教育目标为设计轴心，着力构建知

识积累、技能掌握与情感陶冶的三维教育图谱。鉴于研学

旅行活动涉及青少年群体在户外场域的动态迁移与实践探

索，安全始终是不可逾越的生命线。课程设计过程中需要

严格落实对于安全性的把控，制定包含蛇虫防护、迷路自

救、地质灾害应对等多项安全预案，将生命教育理念具象

化为可操作的安全保障规程。同时，聚焦于学生的具体参

与和沉浸式体验，涵盖田野调查、科学实证、创意工坊、

情景模拟等多元化实践载体，引导学生在知行合一的深度

体悟中解码三生教育的价值真谛，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

建构的学习范式转型。

4.2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研学目标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规律，埃里克森心理社会阶段

理论，依托佛坪县现有的研学资源及三大研学实践基地，

设置有梯度的研学目标，分学段制定三生教育目标，见表1

所示，即小学低年级阶段侧重感知理解，小学高年级阶段

侧重体验，初中侧重探究，高中注重综合素养培养和跨学

科学习的能力，形成连续的认知进阶，建立“研学成长档

案”，形成以小学制作标本，初中撰写报告，高中发表论

文的连续性成果。

表1  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研学目标

维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生命教育 感知生命存在 理解生态机制 构建伦理体系

生存教育 遵守安全规则 掌握生存技能 管理复杂危机

生活教育 体验文化趣味 参与文化传承 创新文化形态

4.3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评价方式

采取学生自评、导师评价、家长反馈、社区反馈等多种

评价方式。小学主要以游戏化积分卡等方式实现，初中主

要以过程性档案及成果答辩作为评价依据，高中则主要以

社会影响力作为评估的重点。

4.4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实施路径

资源协同：政府、学校、企业、社区共建研学基地，

选拔“双师型”导师（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强化三生教

育理念培训。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和政策优

惠。制定应对紧急情况的预案，并引入保险机制。借鉴产

教融合的成功经验，吸引企业参与课程的开发与运营。

4.5佛坪县研学旅行项目实践案例

针对小学1～3年级，6-9岁的低年级学生，考虑到其以

具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情感需求：好奇心强，

依赖直观体验与游戏化学习，依托场地熊猫谷AAAA景区、

秦岭大熊猫国家公园，椒溪河支流，秦岭国家植物园、乡

村振兴示范村、上沙窝红军遗址。除分学段制定三生教育

理念下的研学项目外，还可借鉴自贡市的“三类课程”研

发，以“蓝色课程·乡景”“红色课程·乡史”“黄色课

程·乡愁”等模块，结合问学、游学和展学三阶段教学模

式，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和实地体验，突出佛坪县“生态+文

化”双主线。

5  结语 

本文分析了佛坪县的研学旅行资源以及现有研学项目存

在的不足，依托于佛坪县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丰富的人

文历史遗产，融合三生教育理念，设计了针对不同学段的

研学教育项目。随着研学旅行市场的日益成熟和人们对教

育多元化需求的不断增长，佛坪县的研学旅行项目未来有

望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当地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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