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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设计探析 
张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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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在双减政策推行过程中，中小学研学旅行的课程设计本身重要性较强，是落实立德树人实践教育的关键途径之一，

也是进行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双减政策落实和执行的大环境下，中小学阶段的教学和课程设计更应着手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并引导

学生放眼于生活，走出课堂进行学习。针对这一特点要正确理清在双减过程当中，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的实际价值和教育性质，在

此基础上围绕着实际教学需求进行针对性课程设计，才能收获更高质量的教学设计效果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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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ravel course design for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after doubl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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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ravel is of strong importance, which is one of the key ways to implement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people, and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the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desig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guiding them to focus on life and learn outside the classroom. 

In view of this characteristic,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clarify the actual value and educational nature of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travel courses in the process of double reduction, and on this basis carry out targeted course design 

around the actual teaching needs, in order to obtain higher quality teaching design effect and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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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础教育凸显立德树人的指向，进一步决定在现阶段开展中小

学教育的过程中，要以成人成才为导向，围绕着学生的学科素养以

及自身综合素养为基础进行培养。而在具体进行课程设计过程中，

由于双减这一大背景，进一步减轻了学生在课业方面的压力，更加

拓展了学生在素养和素质等方面的发展，因此研学旅行课程其本身

作为一种关键的校外活动形式，需要把握好课程的关键要素，对其

进行精准设计才可以提升 终教学质量。但从实际角度来看，总体

教学和教育的过程中，课程本身新颖程度较高，与之前各类学科教

学呈现着一定差异，因为其本身作为一种校外活动形式，现在变成

一类课程，在具体设计时就需要关注到研学旅行课程应有的开放性，

总结其实践教育的经验和价值，进一步进行教学活动课程设计。 

一、双减大背景下的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教育价值特点 
按照目前教育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往往

是跨学科开展的，因此要以学生素养发展为前提基础，以综合性的

方法和实践性的行动，进一步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因此其本身在

教育方面是培养学生素养的关键手段之一[1]。从其自身特点来看，首

先这一类活动综合性较强，因为研学活动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

垒，以生活为中心并开展综合性研讨活动，而且以学生为中心进行

相应的实践各类活动，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以学科发展和素养发

展的角度看待各类生活事物。在这基础上，由于各类实践活动与传

统的知识讲授不同，大多数依靠学生的自主发展和自由观察，因此

研学旅行活动带给学生的体验感也会更强，以学生的主观体验和彼

此交流互动为核心，这也是在双减大背景下解放学生思想和双手的

重要途径，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和能力的关键手段。从其自身的教

育性质来看，研学旅行 根本的教育价值是为学生现有的生活能力

发展和综合素养发展提供铺垫，进一步为学生的幸福生活夯实基础。

其本身包括了集体教育，生活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这些弥

补了校内和课堂教育方面的不足，让其得到了有效的拓展，打破了

学科之间的壁垒，避免了学科之间的分离，让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赋予现代课程生命力。归根结底，无论利用何种教育方法，都

是为了将五彩缤纷的生活向学生展现出来，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形

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实现教育之间的联动，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并

健全学生的人格，促进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通过这一系列方法也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让其调

动感官进行多元性的学习，并从中进一步接受教师的引导，丰富学

习体验，通过主题学习和自主学习以及合作学习为主的各类方式，

还原教育和学习真实的体验过程。从这一特点来看，研学旅行这一

教学方法和具体课程，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学生的感官，强化学生的

体验感和参与感，同时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利用各类正式和非正

式的学习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乐趣，是目前培养学

生综合素养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研学旅行课程的实践设计策略分析 
（一）明确核心素养培养目标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研学旅行课程 为根本的一点是明确以核心

素养培养为目标，以促进学生素养发展，提升学生人文底蕴和科学

精神为主的目标作为核心，只有以此为核心进行相应的实践设计，

才能够在实际教学中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个人素养[2]。因为从

目前发展情况来看，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其本身

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成人成才对其立德树人等方面发展带来关键性影

响，综合课程开展进行的过程中要以此为导向，围绕着素养发展等

方面需求，明确学生各科核心素养等方面的特点，并进一步打破学

科之间的壁垒，积极进行教育的创新，利用综合实践和研学旅行为

主的一系列方法，明确此类措施的育人价值，并进一步将研学旅行

作为综合德育的载体设计的过程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渗透优秀传

统文化，并从生态文明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培

养，发展学生的素养，弥补传统学科教育的不足，给予学生更多自

主发展的空间。具体设计的过程中，活动的设计要注重给予学生更

多自主发展空间，并结合学生在校之内的学习情况和分学科教学的

具体特点，让学生能够更加个性化的根据自身不足，在综合实践活

动之中进行拓展。比如为了提升学生的人文底蕴，可以考察人文古

迹，开展历史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可以围绕着各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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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实践探索活动内容进行集中探讨。这种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

目标进行的活动设计，能够站在德育和教学效率提升的角度对学生

的自身素养进行培养，让活动开放性更强。特别是对于中小学生来

说，在行为和意识方面可塑性较强，这种循序渐进的引导和活泼多

样的活动更加容易吸引学生。 

（二）与学科教育结合 

研学旅行课程的具体设计要着重于学科教育相结合，如果过于

独立，脱离了课堂教育，仅仅注重生活之中的各类活动，很容易导

致学生的各类课程教育缺乏应有的体系性，而如果说大多数围绕着

学科教育为基准，就容易导致活动开展让学生失去自主性，因此与

学科教育相结合，要有承上启下的关系[3]。双减政策的大环境下势必

会对学生自主学习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对学生综合素养等方面也

有着较多的实际考验，因此在具体进行课程构建的过程中，研学旅

行要作为学科教育的拓展，但不能完全依附于学科教育，其本身要

根据学生学段等方面的差异，设定合理的距离时间和旅行目的，操

作的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任务的设定和任务方式的确

定，确保其成果能够符合预期要求，提升学生的素养。而且中小学

生每个阶段，在具体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其学科要求存在差异，那

么就需要进一步围绕着学科教育特点，将其学科的素养要求作为基

本原则，把握课程实质，以便于用多种的外在形式开展活动。 

在与具体的教学内容相结合过程中，要注重围绕着学科主题进

行学习，比如组织跟着课本去旅行为主的一系列游学活动，其本质

上一方面拓展了课本内容，另外一方面也在现有的主题基础上，让

研学旅行活动以及课程教学更加开放和包容。具体设计中可以根据

本地资源和地区性差异加以深入的开发与学科教育相结合，进一步

实现二者之间无缝衔接，将课程教育和生活教育联系在一起，使现

有双减背景下的教学更加丰富多样。特别是在中学阶段，学生要系

统性的学习地理和历史就可以围绕着历史之中的各类事件和地理方

面的各类常识挖掘生活之中的资源进行设计。像物理、化学和生物

上学过的各类知识也可以设计到总体的活动之中，通过专业的知识

学习和自主观察，来了解真实世界之中的各类抽象知识，实现彼此

之间的互补和研学旅行的反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与校本课程结合 

目前学校在进行研学，旅行课程设计过程中，要围绕着校本课

程的特点，将其视作校本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本校的文化特色

相结合，这样一来，其本身的教学质量可以得到明显提高， 终在

实际教学时，也能与学校的教育目标和育人理念高度契合，实现个

性化的发展[4]。这是在目前不断发展时 为关键的一部分内容，因为

现阶段在具体开展教育实践时个性化和差异性正在不断增强，那么

校本课程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这样的客观前提条件下，为了更

好地进行个性化培养，就要尤其注重将研学旅行课程与校本课程相

结合，特别是本校的文化特点要融入到研学旅行课程之中，以此来

进一步对学生思想意识和自身综合素养等方面进行，培养通过合作

学习等各类方式，多学科教师参与到其中，带领学生共同在研学旅

行之中发现探索并观察体验，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围绕着校

本课程的具体特征，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学活动。那么这

就要求教师在具体设计时要注重前期进行实地考察，对本校情况和

研学旅行目的等方面加以充分了解，从而才可以更好地开展后续实

际工作，让其现有的设计更加全面。 

（四）注重地方课程设计 

地方课程资源是目前开展实践活动时 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并促进学生自身综合能力提高的关键性资

源之一，要对其进行研学旅行方向的开发[5]。目前阶段在具体开展实

际教学工作的过程中，要尤其注重发掘学生身边的地方性资源，因

为这些课程会进一步影响学生的观念意识，融入学生的价值观，地

方课程本身综合性极高，是目前在双减背景下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乡土人情和传统文化进行学生的德育教育，有

助于进一步促进课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小学阶段让学生认识到周

围环境和文化，明确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特色，是培养人才的关

键手段之一。教师要尤其注重地方性资源的开发，并进一步开展后

续的教学活动，才能让 终教学质量得到明显的优化和提高。教师

需要充分掌握本地方的各类文化特色，了解其主要的教学资源，然

后对其进行深入性的开发，结合自身优势和民族特色进行课程设计。 

（五）强化其他实践方式多元融合 

研学旅行是一种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而多元化意味着其本身可

以进行更多层次的实践方面的跨越，特别是与其他综合实践进行结

合，有一定的优势和必要性[6]。目前开展实际教学过程中，根据相关

课程指导纲要划分来看，研学旅行课程本身属于考察探究活动的范

畴。那么现在多元化开展实际教学时，就需要尤其注重与其他部分

高度结合，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进一步让其综合性的活动，

更好的起到培养学生素养的作用，让其研学旅行能够在设计的过程

中就以学生发展为核心，促进其现有能力等方面的提升[7]。这种多元

化综合性相对较强的活动要真正意义上以学生个人体验和情感方面

的收获为基础，以此为中心帮助学生更好的接触丰富多彩的生活，

同时培养学生的各类技能和素养，让其现有能力得到一定的提高，

终实现全面发展。在具体教学中，也可以与校史课和各类团队活

动相结合，更好地完成教学活动，让教学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辅

助学生进行沉浸式学习和体验，让学生现有的学习质量得到了明显

提高的同时，自身综合素养也得到了 大化的发展和锻炼，辅助其

现有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见，在具体进行设计时，要着重与

其他综合实践进行结合，让二者之间得到有效的促进，才能够高质

量实现中小学阶段当中减负增效目标。 

三、结束语 
为了更好地推动并落实双减政策，在中小学教育中应当充分借

助研学旅行这一教育模式，推动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具体实践中，

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的设计要首先认识到这一教学方法的教育价

值，并在这基础上明确核心素养培养目标，与学科教育和校本课程

相结合，注重地方课程的设计，并与其他实践方式进行多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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