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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研学旅行作为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形式，在教育教学中被提及的频率显著上升。本文从汉中研学旅行
现状、区域特征出发，提出基于区域特征的汉中地区研学旅行基地建设方案，从地理的综合视角出发，以培养核心素养为目标，提
出了促进研学旅行有效开展的几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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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学旅行现在是一个热点的话题，汉中地区研学旅行已呈现出

爆发式的增长，如何结合区域特色，设计研学课程是落实国家研学

旅行计划的必要环节。结合区域特色和地理学科需求，设计符合学

生心理发展特征的研学活动，既能丰富知识、拓宽视野，体验区域

自然文化，又能提升地理实践力，形成地理核心素养。 

1 汉中市研学旅行现状 
1.1 研学旅行基地状况 

2018 年，汉中市公布第一批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例如：汉中市
鹮博物馆、洋县朱 生态园、陕西勉县三国景区运营管理、陕钢集团

汉中钢铁、留坝县张良庙研学旅游基地等。对中小学提出了要求：

要将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作为载体，以研学的形式，组织丰富多彩的

教育活动。 

1.2 汉中市场对于研学旅行的认知与期望情况 

基于“问卷星”平台调研的结果：发放问卷 120 份，有效问卷

100 份；学生占比 44%，家长占比 56%；男女比例 52:48。占比基本

平衡，保证了调查有效性和普遍性。100 份有效问卷中有 83%的人

认为有必要进行研学旅行，说明了本项目的可行性。在 83 位认为

研学旅行有必要的受访者中又有 62.7%的受访者认为研学旅行应当

去到人文景点， 65.1%的受访者研学旅行应持续 1-5 日，有 79.5%

的受访者认为研学旅行的价格应在 1000-3000 元之间。这提示我们

该项目定价应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2 基于区域特色的研学旅行基地构建 
研学的空间范围可大可小，一般情况需由小到大扩展，低年级

以本县本乡为主，中高年级可以本地区为主，而高年级可以到更为

广阔的地域空间中去，这符合学生空间认知的规律，从小建立强烈

的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意识和情怀。这决定研学活动，必须对研

学区域的特征展开分析，在深入把握区域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研学

旅行开展建议。 

2.1 构建以历史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研学基地建设 

汉水发源地、汉王朝发祥地——汉中，现保留着早期人类文化

遗址龙岗寺、两汉三国文化遗址，古栈道、张良庙、张骞墓等。拥

有积淀久远的道教文化，还是五斗米教的发源地。 

保留原有历史传统文化基地，帮助学生加深两汉三国历史及红

色文化的历史类研学旅行基地。设立南郑编织、南郑陶艺、咸聚德

酱园等传统工艺类的基地，体验手工艺品的艺术感，提升审美能力。 

2.2 构建以农业经济为主题的研学基地建设 

汉中农业以精耕细作为传统，主要经济支柱来源于粮油生产。

生猪养殖和茶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了潜力产业，猪药茶菜渔一体

化，形成特色产业系。工业支柱以烟酒食品、装备制造、医药化工、

有色冶金为主，潜力巨大。多样的山区生态旅游景观，促进了汉中

旅游业发展。 
鹮在此基础下，将洋县朱 生态园、陕西沐阳生态园林、陕西鹏

翔茶业、汉江制药厂、陕钢集团汉中钢铁纳入基地建设，帮助学生

了解汉中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特征，了解区域现状，形成区域化认知。 

2.3 构建以自然山水为主题的研学基地建设 

汉中位于秦岭与巴山的两山夹一盆的地形中，使得汉中冬季温

和、夏季凉爽，气候舒适，生产力高，因此得以西北小江南的美誉。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区，汉江与嘉陵江两大水系作为支撑，人

均水资源拥有量是全国的 1.8 倍，是全省的 2.43 倍。林木绿化率达

到 55.1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个、国家级森岭公园 10 个，数千

种动植物资源，生态资源及其丰富。 

对自然山水类的研学旅行基地的构建，要以自然地理为基础，

设立黎坪地质公园、镇巴天坑群、汉江湿地公园、留坝紫柏山、汉

中玉石旅游等自然地理实践基地，认识自然地理要素，形成地理学

科体系。 

3.汉中地区专业化研学旅行开展建议 
3.1 构建“教育行政机构+中小学+大学+研学基地”的合作型研

学组织关系 

构建“教育行政机构+中小学+大学+研学基地”的工作机制，

教育行政机构负责从宏观上指导基地建设、课程开发、规范和标准

制定、各方关系的协调；中小学负责组织师生，构建适合于本校研

学活动开展得的课程体系，选择研学基地，形成成熟得研学课程和

研学方案；大学负责研究研学活动的理论问题，与中小学和研学基

地开展合作，根据不同学段，不同学校、不同基地特点，量身定做

专业的研学方案。研学基地负责基地的软硬件建设，在大学、中小

学合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研学课程的专业化和教育性。 

3.2 建立研学旅行从业规范和导师标准 

重知识，轻体验中国基础教育中非常突出，学生知识的培养居

于首位，学生的实践能力被忽视。而在中小学推行研学旅行活动其

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学生实践力，丰富学生课程，转变教师教育观念。

目前，国家文件已经下达第三年，践行结果却差强人意。归根溯源

在于研学旅行活动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利益交换中产生的法律风

险，以及师资不足的质量风险，让许多校长们选择不研学。为此，

在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制定研学导师能力评价认定体系、

研学旅行课程开发与实施规范具体要求、研学旅行基地建设与服务

规范要求等重要文件，以此推动研学活动标准化实施。 

3.3 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加强研学活动组织和实施的科技化

水平 

学习新媒体营销理论、技术和技能，充分利用新媒体展开研学

宣传与推广，利用寻美汉中微信公众号、汉中在路上微信公众号，

抖音、快手等平台，及时发布研学信息，扩大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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