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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融入乡土地理课程研学旅行实践研究
赵　娜

（集宁师范学院　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　要】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大学生了解社会、服务群众、增长才干的重要路径。研

学旅行，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地观念，提升学生的区域认知水平和综合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由此可见，

二者具有共同的特点，体现在育人价值方面，因此本文通过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与乡土地理课程研学旅行相融合，

探究其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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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新局面。研学旅行是培养人地协调观、区域认知、综合思维、

地理实践力四个地理核心素养的有效载体，有助于实现地理

核心素养的育人价值。本文旨在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与乡土地理专业课程的研学旅行相融合，找到二者的契合点，

搭建实践育人的途径和平台，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

2 相关概念

2.1 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是指在课堂教学之外，按照党的教

育方针和学校的培养目标，由高校团委组织，按照既定的实

践计划、在暑假期间走向社会、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认识

国情、学习知识、接受教育、增长才干、做出贡献的一系列

物质与精神活动过程的总称。它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大学生利用暑期进行的、时间相对集中的、大规

模的、大面积的、内容最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2.2 乡土地理

乡土地理是区域地理学的一部分。《地理学辞典》认为

乡土地理是一种小范围的综合地理。它研究本地区的地理环

境和人类活动的地理分布，也研究两者间的关系。研究的主

要内容有：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河、湖、土壤、植被、

自然资源、工农业生产、交通、古迹和人民生活等。

2.3 研学旅行

研学旅行，是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升级版，它结合了

研究性学习和旅行的优点，教师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学生

的知识水平指导学生走出去扩展视野，同时给学生设定主题、

设定目标、设定内容让学生动手参与其中，在做中学得知识，

提高自身能力。研学旅行延续了我国传统游学的教育理念，

将学科内容与实践活动融合了起来，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为我国素质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式。

3 应用实践

本文是以集宁师范学院 2021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作为研究实例进行分析。按照学校文件要求，本次社会实

践活动主要涉及 “党史学习”、“理论宣讲”、“国情观察”、“乡

村振兴”、“民族团结”、“红色教育”、“爱心医疗”、“生态文

明”等主题。结合乡土地理课程特点，我院学生选择“国情

观察”和“生态文明”两个主题融入乡土地理研学旅行实践

研究。具体过程如下所示：

3.1 准备阶段

教师将本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主题要求告知学

生，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行组队，在搜索网上资源以

及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制定本次研学活动的计划，包括确定

社会实践活动主题和研学主题、团队名称、研学目的、研学

地点、任务分工等。

表 1：研学主题、目的、地点以及任务分工

内蒙古草原碳汇野外考察实践团选择的研学地点是内

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前期通过网上

2021 年内蒙古草原碳汇野外考察青年志愿者的招募启事获

得信息资源，随后以个人简历的形式申请加入，经过组委会

的讨论与商议最终入选本次活动。本次活动主要探究问题为

草原碳汇对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具体任务分工包括前

期活动策划、材料收集；中期仪器使用、实地考察、图文记

录；后期数据处理、资料整理、撰写总结、宣传报道。

乌兰哈达火山旅游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实践团选择

的研学地点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

山。前期通过 2021 年地理科学专业野外实习进行实地考察，

为本次研学主题的构建奠定基础。本次活动主要探究问题为

乌兰哈达火山及周围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

响。具体任务分工包括前期活动策划、材料收集；中期实地

调研、现场访谈、图文记录；后期信息处理、数据分析、撰

写总结、宣传报道。

3.2 实践阶段

在准备阶段的基础上，两个实践团进入到实践阶段，在

实践阶段开始前，实践团选拔出队长，队长根据研学过程细

化分组，将任务分配到具体分组中，确保任务能够责任到人，

高效完成。

表 2：研学过程

内蒙古草原碳汇野外考察实践团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步

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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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实践团成员结合研学主题搜集相关信息，本次

招募活动的组织方围绕调研目的、调研方法、调研工具的使

用对实践团成员进行专业培训，共同为本次实践活动的开展

奠定专业知识基础。

第二步，实践团成员对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镇等地不同

草场展开实地调查，调查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室

外样地测绘、植物样品采集，在此过程中采用样方调查法进

行样地选取，测量组队员选定起始点，利用罗盘仪依据调

查方法对 30m 样框进行点位确定，进行 1m*1m、50cm*50cm、

30cm*30cm 样方排布，光谱组队员对样方内植物进行光谱采

集，仪器组队员对选定样方点进行 GPS 坐标采集，摄影组队

员对样方内样框进行拍照，调查组队员对样框内植物样品进

行采集，植物功能性状表填写等工作。第二阶段为室内植物

样品辨别、功能性状调查、资料电子化，在此过程中，调查

组队员对植物样品进行初步的辨别，对植物样品进行茎叶分

离、茎叶称重、叶片数计算、叶面积计算等工作，测量组队

员对已经进行茎叶分离的植物进行叶绿素的提取、叶绿素含

量测定等工作，仪器组队员对鱼眼照片进行处理分析植被覆

盖度、前期样方取样数据、植物重量、叶片数、叶绿素含量、

叶面积等数据进行电子化处理。

第三步，实践团成员对电子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

第四步，实践团成员共同撰写本次实践活动的总结。

乌兰哈达火山旅游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实践团在实

践过程中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实践团成员结合研学主题搜集文献资料，为本

次活动的开展奠定专业知识基础。

第二步，实践团成员对乌兰哈达火山进行实地考察，依

次走访考察了三号、四号、六号火山，通过观察发现其中

四号火山和六号火山受自然剥蚀和人为破坏极为严重。随后

就生态文明意识这一问题针对乌兰哈达火山的游客以及察哈

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苏木的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现场访

谈，并做好图文记录。

第三步，实践团成员对调查问卷以及现场访谈记录进行

数据分析处理。

第四步，实践团成员共同撰写本次实践活动的总结。

3.3 总结阶段

通过实践阶段的数据分析，两个实践团针对本次研学实

践活动主题归纳总结出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应

对相应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表 3：研学实践活动发现问题及应对措施

内蒙古草原碳汇野外考察实践团在研学实践过程中发

现，白音锡勒草原地区的放牧情况较为普遍，通过分析单位

面积草地上生物量干重与退化等级的关系 , 根据不同退化等

级草地的生物量判别指标值可以看出草地沙化、退化、荒漠

化日益严重。针对以上存在问题，实践团成员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严格实行轮牧，大力推广圈养。草场主轮流使用不同的

放牧区，使牧草能有足够的时间恢复。通过割草圈养牲畜，

保留草根，发挥固沙作用。二是科学搭配畜群数量和种类。

政府每年都要对牧场做一次普查，以确定年载畜量。在同一

个畜群里，牛、羊的数量搭配也是经过科学测算的，从而达

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乌兰哈达火山旅游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实践团在研

学实践过程中发现，乌兰哈达火山地区游客投放垃圾以及工

厂排放污水导致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火山受到自然剥蚀以及

人工挖掘较为严重。针对以上存在问题，实践团成员提出如

下建议：一是加强景区管理。设置监控点，设立不要乱扔垃

圾的警示牌，增加一定数量的垃圾桶并安排工作人员每日清

理。二是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借助于大学生做好生

态文明建设理论宣讲活动，起到积极宣传的作用，同时，通

过政府部门建立监督机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非法挖掘

火山人员加以管制。

4 结论与思考

4.1 提升综合育人成效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高校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

更是大学生服务社会的最好窗口。乡土地理研学旅行是培养

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有效手段，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地

观念，提升区域认知水平和综合思维能力，提高地理实践力。

将二者有机结合，进一步拓宽了育人途径，促进学生了解社

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

提升了综合育人成效。

4.2 加强理论联系实际

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阵营，利用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时间集中、组织有序的特点，将

乡土地理课程理论内容有效的融入其中构建研学旅行实践活

动，培养学生自主利用专业知识来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

题，能够及时有效地验证乡土地理课程目标的达成效果，从

而为教师的教学方式提供创新的思路。

4.3 具备积极推广意义

利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奖励政策，有效地激励

学生更好的投身于研学旅行实践活动中。在本次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中，内蒙古草原碳汇野外考察实践团在 2021

年全区“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被评为优秀志愿服务

队。内蒙古草原碳汇野外考察实践团和乌兰哈达火山旅游开

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实践团 2 名队长均获得了优秀志愿服

务队员。因此具备积极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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