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7)2025,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以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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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核心素养为纲，开发跨学科研学课程。通过喀斯特生态系统考察、

灵长类行为观察，生物多样性分析等模块，培养学生生命观念（结构与功能观、进化与适应观），科学探究（野外调查

法、动物行为学记录）、社会责任（濒危动物保护意识）。以白头叶猴为旗舰物种，串联石山生态系统认识，设计6大主

题12个探究任务，建立“现象观察-问题提出-数据分析-保护实践”的学习闭环。培养学生系统思维、社会参与能力、生

态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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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课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生态旅游对白头叶猴取食、活动时间分配和栖息地利用影响的研究

(202210604039)；2024年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喀斯特石山生境中倭蜂猴的食性、生境选择和分布的研

究(2024SBNGCC04)。

研学旅行是由学校组织安排，开展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

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校外研学实践活动，是中国教育传统

思想知行合一的优秀传承。

为了在中小学生中逐步推研学旅行活动，继《国民旅游

休闲纲要(2013-2020年)》，我国不断出台了许多关于研学

旅行的政策。2022年1月，国务院在印发的《“十四五”旅

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发展，

创建的研学实践活动基地具备研学资源丰富、课程体系健

全、活动特色鲜明、安全措施完善的特点，能够为中小学

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及支持。

当前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开展研学旅行存在诸如“如

何妥善处理好学生学习时间紧张与研学旅行活动时间规划

的冲突问题”等困难和薄弱之处。本课程设计采用野外考

察的形式，将生境与教材相结合，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

习，旨在解决学生实践操作不足等问题，培养学生的生物

学核心素养。

1　高中生物学研学旅行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原则

1.1研学地点的选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的崇左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

是我国乃至全球喀斯特地貌最为典型且集中分布的区域之

一。区域内亚热带植被茂盛，熔岩石山、悬崖峭壁及岩溶

洞穴广泛分布。凭借独特的地理条件与优越的生态环境，

崇左市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中国白头

叶猴之乡”“国家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市”以及“国家森林

城市”。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被授予多项荣

誉，包括“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首批全国

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中国生态学会科普教育基

地”，并成为中国人与生物圈网络成员及国际自然保护地

联盟的一员。该保护区记录有哺乳动物60余种、鸟类100

余种、爬行动物30余种、两栖动物20余种，以及植物超过

1000种，其中药用植物逾百种，并生长着被誉为“茶族皇

后”的金花茶。

2018年，通过左江花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努力，崇左

市在罗白乡建立了占地约115公顷的国家4A级白头叶猴生态

旅游区。该园区以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仅分布于广西崇左的白头叶猴为旗舰物种，总面积达30.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自2002年8月正式开放以

来，已建成接待服务中心、影视厅、科普馆、图片展厅、

标本馆、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及北大科研基地等设施。

基于2017版（2020年修订）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及人教

版《生物学·选择性必修2·生物与环境》教材内容及其相

关要求，通过对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内植物的文献调研与

实地考察，设计了涵盖白头叶猴栖息地探究、近距离观察

白头叶猴家庭生活、人工生态系统参观、生态公园文化长

廊游览及白头叶猴博物馆探访的任务模块。这些活动将研

学旅行与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有机结合，旨在深入

挖掘研学旅行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潜在价值，构建适合

该学段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

1.2研学规划与教材关联

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

建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明确了“生态繁荣决定文明兴

衰”及“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核心理念。在人教版高中

生物教材中，“生物与环境”模块作为学生接触生态学

知识的起点，《科学家访谈》栏目通过对话方精云院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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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敬畏自然、顺应规律、守护生态”，突出了实践对

理解自然和掌握生态学意义的重要性。基于此，本研学方

案旨在将教材理论与实地探索相结合，在完成“生物与环

境”相关知识的学习后，引导学生通过小组讨论、现场调

研、亲身参与以及成果分享等环节，深入领会生态学的基

本原理。

1.3研学执行准则

安全性是研学活动的核心前提。白头叶猴生态公园位于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域，全年分为雨季（5月至10月）与

旱季（11月至次年4月）。雨季湿度高且蚊虫活跃，户外活

动存在较高风险，而旱季气候干燥稳定，因此选择12月开

展研学以确保适宜的环境条件。出发前，教师需强化安全

教育，组织学生学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技能，并明确事故

发生时应立即联系教师并寻求医疗救助。

为保障研学任务高效达成，教师应指导学生组建“组

内多样、组间均衡”的协作团队，由具备较强组织能力的

学生担任组长，重点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此外，教

师应在研学前组织学生系统复习“生态系统的构成”“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及“人类与环境关系”三个关键单元内

容，为实践活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确保研学旅行的科

学性与实效性。

2　课程模块设计：

DAY1：喀斯特生态系统与白头叶猴基础认知

上午

开营仪式：保护区专家介绍白头叶猴的发现历史、命名

由来及保护现状

白头叶猴博物馆参观：对比白头叶猴与黑叶猴的骨骼标

本，分析叶猴属的共性与差异

下午

野外观察（初识猴群）

使用望远镜和近距离观察记录白头叶猴外形特征（幼体

金黄→成体黑白）

学习个体识别（通过面部斑纹、尾长等区别不同个体）

晚上：利用《世界灵长类动物的分类与分布》（结合我

国滇金丝猴、川金丝猴等的对比）

讨论喀斯特地貌的生态脆弱性与白头叶猴生存挑战

DAY2：行为生态学与保护实践

上午：

行为观察实验:

分组记录猴群的觅食行为（记录采食植物种类、部位、

频次）

分析姿势姿态（蹲坐、跳跃、悬挂）与支持物利用（岩

石、树枝）的关系

下午：

夜宿地调查：测绘夜宿地悬崖洞穴的朝向；夜宿地的分

布（悬崖洞穴的朝向、高度）

采集伴生物种数据（记录与白头叶猴伴生的鸟类、昆虫

等）

晚上

篝火研讨会：学生汇报观测结果，讨论人类活动对猴群

的影响（如旅游开发、农耕扩张）

模拟“保护区管理会议”、制定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案

DAY3：跨学科整合与成果展示

上午

农耕文化体验：

参与白头叶猴食源植物种植（如构树、盐肤木）、理解

生态修复的意义

学习传统食物的制作（磨豆浆、制豆腐），探讨农业与

生态保护的平衡

下午

成果汇报与结营：

小组展示研学报告（如《白头叶猴对悬崖的利用策略》）

评选“最佳自然观察员”，颁发研学证书

3　基于核心素养的研学旅行展望

通过小组协作与研讨，学生可逐步构建结构与功能、进

化与适应等生命科学的核心观念。在群落结构探究中，借

助野外考察及动物行为数据的采集，有效提升其科学探究

能力。该研学课程设计注重培养学生自主选取工具、制定

方案的能力，引导其通过模拟调研与数据分析探寻证据，

深化科学探究素养。同时，学生能够运用濒危物种种群动

态规律阐释保护机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强化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责任意识。基于“学研结合”的理念，本文围

绕白头叶猴生态公园“生态考察”主题构建了研学旅行框

架。此设计着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与生物学核心素

养，弥补传统教育短板。未来，生物学综合实践课程中的

研学旅行应用仍需业内同仁共同努力，不断优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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