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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又叫研学实践活动。它是集参观访问、社会调

查、资料搜集、文化体验、文字总结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实践活

动。教育家皮亚杰曾说过：“儿童的认识全来源于活动”。因

地制宜地开展一些有意义的研学旅行，让实践教学活动发挥真正

的教育作用，使研学旅行真正成为学校教育“行走的课堂”，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加强研学旅行基地建设，提供实践保障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出，要在教育、

文化、旅游、共青团等部门的密切合作下，根据研学旅行育人目

标，结合地方、学校、学生等实际情况，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

源、综合实践基地和红色教育资源、大型公共设施等，甄选建设

一批安全适宜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并以基地为重要依托，

积极推动资源共享和区域合作，创设一批研学旅行网络和研学旅

行精品线路。2019年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第一

批名单中，绍兴有四家单位:鲁迅故里、兰亭景区、杭州湾海上花

田景区和诸暨米果果实践营地。今年十二月绍兴又发布了研学旅

行十大线路，其中秋瑾故居、秋瑾祖居、大通学堂等德育教育基

地和实践基地等都成为了我校的优秀研学旅行基地。学校组织学

生开展网上查阅资料，赴基地进行实践文化体验活动和红色基因

传承教育等活动，将这些基地很好地利用起来。

2  完善研学旅行课程体系，加强理论引导

有了研学旅行基地，没有系统的课程体系还是无法真正落实

研学旅行的最终目的，研学旅行活动一定要有针对性、实效性，必

须要将研学旅行作为一门课程，结合当下地域社会环境，开展有

序的研学实践活动。内容可以是寻访红色之旅为主的，可以是弘

扬传统文化为主的，也可以是实践核心价值观为主的课程。我校

在本地域这些研学基地的依托下也设置了一系列的研学课程：《遗

风》《诗画福全》《福全娃 文明行》《幸福水乡谣》《小手来传承》

《古典文化之团扇》等课程。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校的综合实践教

学活动内容，为学生学习更多的知识、提升更高的人文素养提供

了保障。

3  精化研学旅行活动设计，提升研学价值

有了基地的保障和课程的指导，就等于有了活动的前提，

此时，学校要把研学旅行纳入教育教学计划，促进研学旅行课程

和其他课程有机融合，根据学段特点和地域特色，从自然风光、名

人乡贤、民俗民风、手工劳作中寻找切入点，精心设计研学旅行

活动的实施计划，灵活安排研学旅行时间与参与人员，才能保障

研学旅行真正的实践价值。绍兴是一座历史古城，也不乏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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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学旅行”已经成为当下许多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关注的热词。让学生走出课堂,参与社会实践，感受家乡的自然
风光和历史文化，是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的一
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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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地，鲁迅故里、周恩来纪念馆、秋瑾故居、大通学堂、

革命烈士纪念馆等景点都留下了革命先辈们的足迹。学校可以设

计一条红色网上游研学线路，组织学生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站

查阅、搜集资料，并走进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去追寻红色足迹，传

承红色基因。

绍兴的美丽乡村建设更是为研学旅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活动

场所。几年时间里，绍兴的众多特色小镇已经打磨成型，学校可

以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兴趣等入手，设计一些学生有意义的活

动主题。例如一二年级的学生可以从家门口文化环境入手，开展

“寻找家门口绿植”、“参观农村文化礼堂”“探究村里的垃圾分类”

等主题活动。三四年级学生可以走出家门，在老师的指导和家长

的帮助下开展“助力美丽乡村——我为家乡代言”、“品家乡风味，

探自然奥秘”、“寻找家乡名人、乡贤”等实践体验活动。五六年

级学生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小组为单位去家乡周边城镇开展一

系列探究体验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进这些美丽乡村、特色小镇，

了解家乡的发展，为家乡作宣传，做新时代的家乡代言人。

4  合理化研学旅行的评价，促进成长

研学旅行是以学生活动学习为主的一项体验式课程，是一个

连续的整体，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学校要在充分尊重个性差

异、鼓励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对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情况和成效

进行一个全程性、多元化的合理评价，并将评价结果逐步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采用的方法可以是学生自评、互评，教师、

学校专业评价，家庭、社会促进评价，使学生随时学会根据评价

适时适度地调整自身学习，循序渐进地在实践活动中有所收获，

真正落实研学旅行的活动价值。

总之，研学旅行不仅是一次游学活动，更是一种与学校课堂

教学互为补充的行走的课堂，作为学校教育要紧紧抓住这一教育

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研学旅行活动，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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