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地理核心素养的研学旅行活动设计 

    【摘 要】研学旅行是与教育改革相适应的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方式，在教育部

和各地中小学的组织下，研学旅行将逐步推广展开。在此背景下，要设计符合高中

学生实际的研学活动，增强学生的地理实践力，从而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研学旅行，是指学生集体参加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校外参观实践活

动。高中地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高中阶段要建立以省情国情为主的

研学旅行课程体系。2017 年 6 月，湖北省明确以武汉、宜昌、荆门等城市作为试

点城市，要求试点地区和学校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针对湖北省荆门市的地理位置和研学旅行资源，高中

一、二年级的研学旅行为每学年 5～7 天，在高一学段可以将荆门和宜昌作为研学

旅行城市。旅行前，教师应先前往实地考察，选取合适的旅行资源，使研学旅行资

源与学校课程有机融合，既要保证学生在旅行过程中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又要将

研学旅行的学习方式和校内教育区别开来，使学生在旅行中获得感性知识，培养学

生的地理核心素养。笔者针对高一下学期学生 3、4 月份的研学旅行设计一次活动

方案。 

一、出发前的准备 

出发前的准备包括出行的时间、地点、线路、目的、吃住行方式等，学校应该

和家长达成一致协议，确保研学旅行安全有序地进行。出发前明确告知学生研学旅

行的地点是荆门市沙洋县，形式是参观油菜花节，随后将前往宜昌三峡库区观察、

调查和观测自然环境、学习水电站建设的相关知识。选取这两个地点的原因如下：

沙洋县的油菜花节可以了解当地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出

路；湖北宜昌三峡是举世闻名的水电站建设工程，在这里进行研学旅行既可以学习

自然地理中地形地貌、河流对地貌的作用等相关知识，又能学习人类活动对自然环

境的影响以及人类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在出发之前，鼓励学生自主查阅和收

集相关资料，为研学旅行做准备。 



  

二、具体实施过程 

第一天集体坐大巴前往沙洋油菜花节地点，参观油菜花节，开始观察调查活

动，第二天下午返回。沙洋县的油菜花节是宣传沙洋的名片，该县在农业生产的基

础上，发展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很

多区域都是利用当地现有的自然环境条件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对

这一区域的考察更好地理解某一区域的农业生产发展。学生在该区域的学习任务主

要有：①通过地方年鉴等收集资料，了解当地气候（包括气温和降水）、土壤、水

源等条件，观察和识别土壤类型；②了解油菜这种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条件，分析油

菜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以及荆门市是湖北油菜种植第一市的原因；③通过实地考察

该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当地农民增收献言建策。 

该地旅行学习方式是在班内分小组，分组时注意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在这个

过程中指导学生制定工作计划，利用所学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知识和观察、调查的数

据得出结论。这次的活动可以使学生对自己的家乡有更充分的了解，提高学生的区

域认知能力和地理实践能力。 

第二天下午返回以后集体乘坐火车前往宜昌，晚上到达宜昌市区，第三天前往

库区，第五天上午返回，研学旅行活动结束。学生在宜昌市的学习任务主要有：①

观察出行交通方式的变化，并比较公路和铁路这两种运输方式的优缺点；②观察库

区的地质地貌，使自己具备观察、识别某种地貌的能力；③观察河流——长江，结

合学校所学知识，分析河流发展对地貌的影响，并通过拍照举例说明；④通过查阅

资料，比较三峡大坝建设前后对河流水位的影响，⑤通过走访调查，了解水库建设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总结三峡大坝建设对人们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⑥体会人类

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总结人类应该怎样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共同获利。 

宜昌市的研学旅行还是采取分组的方式进行，指导学生合理制定旅行计划，通

过实地考察、观测等找出答案。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也可以进行统一指导，遇到典

型地貌时可以通过集体讲解的方式，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加深学习深度。 

 



  

三、研学旅行活动后的讨论和总结 

研学旅行时，教师和学生都要记录好旅行活动的内容。研学旅行后，教师组织

学生集体对旅行中的问题进行探究、讨论和总结，学生对学习资料做好记录。旅行

后的讨论和总结可以拓展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学生在旅行中存有疑虑的问

题也能得到解答。旅行后要求学生撰写考察报告，内容包括：拟定题目、考察目

的、考察方法、考察内容原始资料与野外考察结果对比、得出主要结论、进一步探

讨的问题等，重点强调考察内容与课本知识的对比。 

四、研学旅行活动的意义 

研学旅行对地理学科来说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利用旅行中的资源作为学习媒

介，丰富了教育教学的形式。合理利用研学旅行资源，利于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

养。首先，研学旅行帮助学生更好地认知区域。研学活动是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

有其独特的气候、土壤、水源等组合条件，因而可以直接感知到区域特有的特征，

更深入地认知区域，学生在荆门和宜昌的旅行，能更好地感知该区域地理环境；第

二，研学旅行可以培养地理综合思维。综合思维是人们全面、系统、动态地认识地

理事物和现象。在研学旅行活动中，对地理环境进行分析、综合、比较与评估，才

能得出关于某一区域地理特征的概括，要想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建议要从多方面考

虑，比如交通、市场、劳动力、政策等因素都应综合考虑，才能提出实际可行的方

案；第三，研学旅行可以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地理实践力是学生在考察、调查等

实践活动中的能力，在实际考察中会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教师指导或学生查阅资

料解决，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野外观察或识别地貌时，可能会遇到问

题，不能很好地辨析地貌类型，教师可以直接指导或提供相关资料，帮助学生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研学旅行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体会人地协调观念。无论是区

域农业生产活动还是水利工程的建设，都应在了解自然环境，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

上进行，使人类和地理环境能够更加和谐友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