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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课程开发探讨 ①

黄敏，王露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３８）

摘　要：为提高研学旅行教育效果，深刻贯彻研学旅行教育方针和政策，研学旅行课程开发至关重要。研学旅行课
程开发是有效研学旅行的前提和基础，研学旅行课程具有三个主要特征：课程的完整性、课程知识的典型性、课程教育的

规律性。依据特征，组织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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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研学旅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
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孔子，他带着众

弟子周游列国，并编著了《春秋》；北魏时期的郦

道元游历各地，著有《水经注》；明末地理学家徐

弘祖足迹遍布中国１６个省，后人根据旅游日记编
纂《徐霞客游记》；另外，各时代的诗人也都会根

据自己的游历写出千古佳句，如范仲淹的《岳阳

楼记》中“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

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正是由于范

仲淹有游历山河湖海的经历，才能得此佳句，感悟

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此，

可以看出研学旅行对于人的潜能的开发是非常重

要的，对于处在新常态下的２１世纪的教育来说，
系统开发研学旅行课程，也是亟需的［１］。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的通知明确
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想法。２０１４
年４月１９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在
第十二届全国基础教育学校论坛上发表题为《我

国基础教育新形势与蒲公英行动计划》的主题演

讲，首先提出了研学旅行的定义：学生集体参加的

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校外参观体验实践活

动。２０１６年，国家部委１１个部门联合出台《推进
中小学的研学旅行》意见，明确全面推行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这些政策表明：研学旅行，关键在

研，本质在学，形式在游［２］。所以，做好研学旅

行，提高研学效果，课程是抓手，落脚点在于课程

开发［３］。

从２０１２年以来，教育部先后选取了安徽、江
苏、陕西、上海、河北、江西、重庆、新疆等 ８个省
（区、市）部分县市开展研学旅行试点，并确定天

津滨海新区、湖北省武汉市等１２个地区为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实验区。从试验区的经验得出：

研学旅行的教材和课程非常缺乏，而且，研究和开

发研学旅行的课程以及教材对于学校来说是一个

极大的挑战，但对中小学教育改革，却是一种难得

的机遇［４］。所以，研学旅行是契合新常态下，将

教育与旅游事业结合起来发展的一个伟大创新，

要完成这个伟大创举，需要研究人员深入探讨。

我国的旅游和教育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我

国的中小学生的人数，可以说在中国是一个非常

庞大的群体；另一方面，我国的旅游资源非常丰

富，要求研学旅行能够进一步促进各地经济的发

展。但是，研学旅行，旅行是手段，研学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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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要把旅游和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个结

合点就是研学旅行课程［５］。所以，要求研学旅行

课程必须包括环保、科技、人文、自然、历史、文学、

艺术、体育等主题，这也就是说，旅游产品，无论是

冷门旅游产品还是热门旅游产品，通过研学旅行

课程开发而得到补充、发展、丰富和充实，实际上

给研学旅行一个有力的抓手。学校在落实研学旅

行活动的时候，按课程开发的路线，即可轻松有效

地完成研学旅行项目，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

效果。

１　研学旅行课程的特征
１．１　课程的完整性

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将旅游与课程看作是一个

整体。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切事物、现象之间以

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传统教育把学习和旅行完全分割

开来，与研学旅行相似的夏令营等活动，在某些程

度上，学校或者组织者却让夏令营把学习与旅行

脱离开来。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对于传统教育

来说是一种补充，课上和课外有机结合更好地诠

释了现代教育的理念。学习过程中每科课程都有

或隐或显的联系，然而课程中的知识来自生活，学

生学的知识终归会到现实生活中，而研学旅行是

接近生活最为简单又有直接效果的方法。

所以，将课程与旅行紧密联系，通过分析与综

合，把学习中的各环节纳入一个完整的过程，按照

一定的顺序排列，并使之联系起来，与旅行构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有计划地开展研学旅行的行程，使

之延续旅行课程系统化。研学旅行课程的系统

性、完整性体现在：整体规划、目的明确、行程安

排、人员培训、基地选择、合同签署、安全保障、事

后反馈与总结。

１．２　课程知识的典型性
传统教育的课堂上的知识是来自书本的介

绍，书本怎样描述，教师就怎样教，学生就怎样去

学习，但在学或者教的过程中会有可能发生各种

各样的问题而不知所措。学习的内容、课程的难

易程度、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师与学生的沟通等都

会使学生学习的复杂性提高，这样就会使学习过

程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障碍，但由于学生已经处

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很难分出哪些是自己在什么

时间段该学的、是应该夯实基础还是进攻难题。

研学旅行课程的典型性就在于“在游中学，

在学中游”。在教学内容上，“学”能够有机地结

合“游”，在延续旅游的过程中，可以将各科内容

有效联系起来，在人文学习中亲近了自然，在了解

自然科学中懂得了历史，体会到了人文，亲身感受

各个学科的知识和情境。对于课堂上的知识，更

能分出哪些是需要记忆的、哪些是需要体会的。

旅游与学习相结合可以实现“在游中学，在学中

游”的完美结合。

１．３　课程教育的规律性
人的记忆可以为三个阶段：活动 －感受 －经

验。记忆还有三种类型：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

时记忆。研学旅行本质上是教育的属性，所以，研

学旅行课程的开发也应该从这个规律出发来展

开。研学旅行课程的教育规律也符合这个规律：

认识－理解－运用，在时间排列上，分别与人的瞬
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相对应，研学旅行课

程系统化、完整性的构建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这是因为，对于学生来说，认识只是对事物的一种

瞬时记忆。知识是一种简单初级的认识，如果不

去刺激的话，很快就会被忘记，这就需要通过一些

方法加强学生的知识记忆，把短时记忆变成长时

记忆。具体做法是，结合学生的简单初级知识，结

合研学旅行，把瞬时记忆转变为短时记忆，再通过

开发一些课程，加入一些复杂的更高级的认识，刺

激学生的记忆，进一步转化短时记忆，在反复强化

短时记忆后，最终达到长时记忆的效果。所以，研

学旅行课程的开发，遵循这个规律，不仅仅是表现

在对学习任务的梳理（梳理一些简单初级的认

识），更应该是结合复杂高级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更符合学生研学旅行的身心成长与记忆的规

律性。

２　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２．１　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与组织

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组织者，可以是相关的

教育局、学校或者研学基地。研学旅行课程开发

的组织者主要负责课程的教学主题与内容的安

排、行程的安排、研学基地的选择、行前的培训等

工作任务。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组织可以说在整

个研学旅行过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只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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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组织者把前提任务做好，确定课程教学需求，

学生和教师在整个研学旅行过程中才能目标明

确，不脱离研学旅行的教学主题。因此，课程开发

组织的工作任务是非常复杂的，教育局或学校等

课程开发组织者可以专门设立相关部门，比如，成

立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研究协会，设立研学旅行课

程研究中心、研学旅行课程开发中心等机构，主要

负责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任务。一方面，不会打

乱原有工作组织的秩序，新老工作各司其职；另一

方面，也增加了社会就业岗位，促进地方经济

增长。

２．２　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重点与难点
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是在对本地旅游资源综

合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研学课程要求，进行资料搜

集、整理和分析，提炼有研学价值的课程内容。重

点是要结合乡土乡情、县情市情，形成具有研学旅

行特色的课程内容；难点是研学旅行课程的内容

必须是广泛的，既要包括自然、环保、科技，又要包

括人文、历史、文学，还有体现艺术、体育、体验等

的主题活动，在广泛的领域找到针对性的主体，更

是难上加难。所以，开发组织实际上要根据课程

的实质，有序并且有目的地组织学生进行研学旅

行，不同的课程内容体现出不同的研学旅行过程

中的本质，这也说明了研学旅行可以让学生体验

不同地区的多样性文化，但是，开发组织要注意的

是，在课程设置时不宜偏重哪一个地域。换句话

说，就是学生的研学旅行是在学生的认知阶段，课

程开发要尽可能体现本地的乡土乡情、县情市情

和省情国情。

２．３　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媒介与方法
课程沟通对于研学旅行课程的实施是关键

的，研学旅行课程中的沟通媒介是课程顺利实施

的基础。课程沟通媒介要根据课程的内容以及学

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组

织研学旅行的负责人和老师在旅行中要注意和学

生的沟通，让学生在旅游中能够知行合一，时刻提

醒他们旅行的目的，这就要求老师有专业的技能

和沟通的能力。其次，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在旅游

中获取更多的知识，老师还可以采取一些活动，比

如，抓典型，提醒学生某一景点、某一人物的来历

以及发展，老师可以采取引导文教法、角色扮演

法、头脑风暴法等，当然这些需要老师自身的专业

素质。

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方法，首先要找到学生研

学需求的起点，再结合研学基地的资源分析，设计

研学课程，最后进行研学旅行课程开发。课程开发

时，要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比如好奇心、富于冒

险、活泼好动等开发课程。课程开发要像产品设计

那样深入工厂、车间、山林、田间。把项目布局寓教

于乐，把旅游路线贯穿全部研学教育的需求点。

２．４　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知识受众
研学旅行课程是素质教育的推动力，进一步

撬动了素质教育的发展，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受众

是全体学生［６］。大面积的学生、大面积的研学范

围，让研学旅行课程开发者感到无法选择。

国务院和教育部有关文件明确了研学旅行主

要在中小学范围内进行，小学阶段２天１夜，在小
学的四到六年级实行，以乡土乡情研学为主；初中

阶段３天２夜，在初一或初二实行，以省内和周边
省市的研学为主；高中阶段４天３夜，在高一和高
二实行，以境内研学为主，有条件的话可以申请境

外研学。研学旅行课程开发要根据学生年龄特

点，不同的年龄，接受知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如

表１所示。

表１　知识分布情况表

年级 环保 科技 人文 自然 历史 艺术 体育 体验

小学 √ √ √ √

初中 √ √ √ √ √ √ √

高中 √ √ √ √ √ √

　　　　注：√表示优先选择

２．５　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总结与反馈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研学旅行是刚刚开始，需

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还要根据我国实际的国

情，摸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学

旅行，所以，刚开始每个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组织需

要反馈，作为以后总结经验的参考。首先，在每一

阶段研学结束之后，老师和学生以及相关的负责

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其次，学校或教育部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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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信息，进而综合性评估；最后，对汇总的各类

综合性反馈信息进行整理、分析、研究，为今后持

续高质量的研学旅行提供有效保障。

３　结语
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目的就是要弥补传统教

育的不足，改变过去那种以学科为主、教师以教为

主、脱离实际应用的显性知识的学习方式，尽可能

把学生放在一个真实存在的学习情境中，一边旅

游，一边学习，实现“在游中学，在学中游”，这种

学习方式是不经过加工，而直接移植的学习情境，

这种学习情境可以巧妙地让学生举一反三，“真

实再现”自己所学习的知识和情境，身在其中，体

会无穷。所以，研学旅行课程的可设计空间主要

是，在研学基地，教师可以通过研学环境创立研学

情境，让学生发挥自由的想象，引导其进入研学的

最佳状态。其中，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都是具有

可设计空间的，可灵活地运用、发挥研学旅行课程

给学生、教师带来的优势。

研学旅行课程是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育教学

的需要提出来的，受到了学生、家长、学校、社会的

广泛认可。其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新颖的教学

方式，脱离以教师教、学生学为主的教学模式，减

轻了教师的教学压力、学生的学习压力。尽可能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

象，摆脱过去学习过程中的短板效应。但研学旅

行在我国刚刚提出来，缺乏更深入的理论研究，还

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应积极探索研学旅行的新

发展和新方向，“撸起袖子”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

色的研学旅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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