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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高考背景下的研学旅行课程的设计与思考 
——以“世界旅行那么大，我们携手去看看”研学旅行课程实施为例 

◆宋真达 

（四川省攀枝花市第十五中学校  四川省攀枝花市  613063） 

 
摘要：新的时代催生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目标。学校教育既需要考

虑新高考时代背景下人才选拔的需要，培养具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情

怀的人才，也要兼顾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使之具备中学生核心素养中

所要求的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秉承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名发布的《关于

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等文件精神，设计组织的研学旅行课程，

不但要让学生走出校园，走进自然，走向社会，更要在研学中去体验人

文思想、感受科学魅力，去认识人文价值、领会科学精神，去感悟人文

的力量、探索科学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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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全社会
极其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高考的导向作用，来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满足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满足新时代人才选拔的需要，
成为了近年来高考改革的基本思路。2019 年四川省将实施新高
考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将成为高校录
取的重要参考。四川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实施意见》，充分肯定了研学旅行对于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强调要把研学旅行作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的重要渠道，加以全面推广，加以全面贯彻实施。 

我校秉承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名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的意见》和四川省教育厅等 11 部门出台的《关于推进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高度重视学生的研
学旅行课程的设置和设计工作，将其纳入学校课程计划并组织实
施。高 2020 届春季研学之旅以“世界那么大，我们携手去看看”
为主题，让更多的学生走出校园，走进自然，走向社会，在研学
中去体验人文思想、感受科学魅力，去认识人文价值、领会科学
精神，去感悟人文的力量、探索科学的本真。 

一、研学旅行课程设计的基本思路 
高 2020 届的学生，文理分科已经完成，他们具备基本的物

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和国学知识，有强烈的求知
欲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我校的“世界那么大，我们携手去看看” 
春季研学之旅，着眼于文、理科学生的知识构成、兴趣爱好和培
养目标，针对文、理科学生不同的发展方向、学生身心成长规律、
学生未来发展需要进行研学旅行内容的设计。我们立足四川省省
内外优质教育资源、特色教育资源，科学地安排有意义、有特色、
有品位的研学旅行路线。 

我们制定了《高 2020 届春季研学之旅实施方案》，在课程的
组织领导、顶层设计、安全保障、职责要求等方面做了详尽的安
排。同时，为发挥研学旅行活动对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作用，我
们特别提出了相应的活动目标和活动要求。 

（一）研学旅行课程实施的基本目标 
根据“活动育人”的根本思路，通过“世界那么大，我们携

手去看看”春季研学之旅，发挥实践教育的育人功能，彰显实践
教育的科学价值。在活动中帮助学生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
感，增强对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的体验,增强学生对民
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自觉传承、发展和创新优秀传统
文化，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持
之以恒的意志品质，达到培养和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 

根据“知行统一”的教育思想，通过“世界那么大，我们携
手去看看”春季研学之旅，改革实践教育环节薄弱甚至缺失这一
制约素质教育的瓶颈，切实促进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实现育人

方式的突破。 
根据“资源效用”的基本原则，通过“世界那么大，我们携

手去看看”春季研学之旅，精心选择攀枝花周边及省内外优质教
育资源，帮助中小学生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着力提
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研学旅行课程实施的基本要求 
1、“研之有理”——研学之旅要符合新时代学校教育发展规

律，符合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规律。要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
面提高，为学生的未来和终身发展奠基。 

2、“研之有物”——研学之旅要精心选择活动内容，充实活
动内容，避免研学活动“脱实向虚”，搞形式主义。也要避免活
动的异化，导致“只旅不研”、“只旅不学”等错误倾向，失去了
“研学”本意。 

3、“研之有趣”——研学之旅要深入学生实际，了解学生的
个性特征，将充实的活动内容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
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兴趣，生成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的参与
热情。 

4、“研之有获”——研学之旅要落实目标要求，围绕目标进
行活动安排，按照要求进行过程控制，务必使学生在知识、情感、
能力等方面都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二、研学旅行课程实施的主要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我校“世界那么大，我们携手去看看”研学旅行课程分别安

排了文科和理科两条线路： 
理科西昌路线：涉及物理、化学、历史等相关知识。设置《中

国航天飞天梦》、《火箭燃料知多少》、《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制度》
等相关课程。 

文科姚安、石羊路线：涉及国学、历史、政治、地理等相关
知识。设置《光禄古镇——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石羊古
镇孔庙——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国学常识》等相关课程。 

学校组织各备课组召开教研会，研讨前置课程的内容安排，
精心编写教案，制作课件，精选行车途中的有奖知识问答题目。
学校利用晚自习对学生进行课程讲授，学生据此完成研学手册中
的听课记录，并提前对研学需要完成的内容进行讨论，明确此行
该了解什么，需要深入学习和认真观察什么，知晓研学之旅所要
达成的目标并为之而努力。 

2、中期实施阶段 
我校进行文理分科设计不但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更有

利于特色化课程设计与开展，发展学生专业特长，促进学生书本
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深度融合，在研学之旅中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理科路线目的地——西昌，以参观卫星发射基地、凉山奴隶
制博物馆为主，游览泸山、邛海。该课程设置有利于激发学生热
爱科学的情感，提升创新实践的能力，让学生的学习过程由枯燥
变得生动，由被动变得主动，让一成不变校园生活变得创意无限。 

文科路线目的地——云南姚安、石羊古镇，参加祭孔大典、
参观姚安军民总督府、石羊盐棚。该课程设置有利于增长学生的
见识，陶冶学生的情操，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让学生的人文底蕴在生活和旅行中得以拓展
和升华。 

（文科）“光禄——石羊古镇祭孔两日研学”活动详案 
1.出发前半个月：制定活动方案、安全预案等，教体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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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家长会、签订《告家长书》、《安全协议》等，前置课程设计
与《研学手册》设计制作，人员安排及师生分组等各项准备工作。 

2.出发前三天：每天晚自习讲授研学前置课程文科《光禄古
镇——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石羊古镇孔庙——天不生仲
尼，万古如黑夜》、《国学常识》。 

3.DAY1： 
（1）出发：集合、再次强调各项安全注意事项后集合出发。 
（2）乘车前往中国第一个福文化古镇——光禄古镇。行车

途中，导游和随队教师组织学生对前置课程进行有奖知识问答和
趣味游戏。 

（3）参观位于云南楚雄市大姚县境内的三潭瀑布，俗称“西
南第一高瀑”。 

（4）参观光禄古镇上的姚安路军民总管府，充分利用总管
府戏台和“游客照”道具服装，师生即兴创作并表演古装短剧，
结束姚安之旅，乘车前往石羊古镇。 

（5）晚餐后入住酒店，入住整理后，分组进行拓展趣味活
动。 

4.DAY2： 
（1）热身活动：论语经典语句拼句、诵读。将仲尼广场四

周文化墙上的孔子经典语句拆分为独个字，分组比赛，拼句成功
并集体诵读用时最短者获胜。团队协作，感受《论语》魅力。 

（2）石羊孔庙属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朝初
年，历经 600 多年的风雨。同学们在此拜谒孔子铜坐像并参加传
统的隆重的祭孔仪式。 

（3）游览石羊古镇晒盐棚，了解古老的盐文化及制盐流程；
参观盐文化博物馆。 

5.研学结束后的周末：完成《研学手册》，总结反思学有何
获？ 

6.研学结束后的两周：（1）各备课组研究并实施研学生成课
程；（2）学生成果及作品展 

理科“西昌卫星基地——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两日研学”活
动详案 

1.出发前半个月：制定活动方案、安全预案等，教体局审批，
召开家长会、签订《告家长书》、《安全协议》等，前置课程设计
与《研学手册》设计制作，人员安排及师生分组等各项准备工作 

2.出发前三天：每天晚自习讲授研学前置课程理科《中国航
天飞天梦》、《火箭燃料知多少》、《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制度》。 

3.DAY1： 
（1）出发：集合、再次强调各项安全注意事项后集合出发。 
（2）乘车前往西昌。行车途中，导游和随队教师组织学生

对前置课程进行有奖知识问答和趣味游戏。 
（3）参观人造卫星工程展，感受中国航天梦的发展历程，

感受中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国力日益强盛。 
（4）水火箭原理讲解及制作体验。同学们利用课堂上学到

的物理知识，感受火箭升空的神奇。 
（5）航天器模型设计大赛及评比。 
（6）参观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学生不但参观了卫星发射塔、

了解卫星发射塔的结构，也感受到航天事业的发展不仅是科技的
进步,更是国力的象征。 

（7）晚餐并观看彝族歌舞表演、彝族服饰展示，感受彝族
文化。晚餐后入住酒店。入住整理后，分组进行拓展趣味活动。 

4.DAY2 
（1）早餐后进入湿地公园，登泸山、走进彝族奴隶社会博

物馆。 
（2）分组完成拼字活动 
5.结束后的周末：完成《研学手册》，总结反思，学有何获？ 
6.研学结束后的两周：（1）各备课组研究并实施研学生成课

程；（2）学生成果及作品展 
3、后期总结及成果展示阶段 
——研学生成课程 

语文组：作文讲评课《亲近自然，写出景物特征》。“有没有
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释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
与我互相印证的？”让我们一同走进语文老师的课堂去感受一下
吧：巧加修饰语、炼字、修辞、融情于景…… 

政治组：《带你去旅行——民主决策，作出最佳选择》。同历
决策过程，共享决策成果。有助于决策反映民意，体现决策的民
主性；有助于决策集中民智，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有助于促进公
民对决策的理解，推动决策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
务的热情和信心，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研学报告册及研学感悟。追寻与记录，惊艳与传承，体
验与感悟，研学路上，学生也遇见了更美的自己。研学之后，学
生心怀感恩，细细品味，学有所获，用心完成了属于自己的那份
《研学旅行报告册》 

——航天器模型。感受航天魅力，来一场模型比赛，用纸泥
做出学生心中的最美和最爱，让创新素养承载着学生的科学之
梦，在太空遨游。 

——社团活动课程。 
国学社：国学社的学生不但在活动中传递并丰富了国学素

养，穿着汉服的社团的同学们更是成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英语社：孩子们全程英语导游，虽稚嫩却意义非凡。 
摄影社、文学社、校园电视台——用另一个视角看世界，用

另一种方式记录旅行，记录一路的点点滴滴。回校后的班级文化
节，各班的全家福、教室美化多用到了研学旅途中的摄影作品。
校园电视台和《墨缘》校报也制作了专刊。 

三、研学旅行课程的反思总结 
“世界那么大，我们携手去看看”的研学旅行课程在学校的

成功实施，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和响应，也得到了社会和家长
的大力支持，成为了我校德育系列校本课程的重点课程和精品课
程。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研学旅行课程目前我校还处在
探索阶段，我们对研学旅行的内在特点、运行机制、教育形式、
实施技巧等尚缺乏整体性、规律性地认识和更加有效的应对策
略。同时，学校研学旅课实施中学生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
还不能满足学生共同发展的需要。 

随着研学旅行课程的广泛推行，其课程价值也在日益凸显，
成为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锻炼学生能力的新途径，成为了勇于
接受高考挑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动能。我们要在已有经验
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学校校本课程建设，加大研学旅行课程的研
究，深度挖掘学生的潜能，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自主设计、自主
实施研学旅行课程，提高研学旅行课程的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