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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继承与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

育思想，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家国情怀和“知行合一”品质。

2. 在研学旅行中促进学生“具身认知”，通过实践活动为学生提

供真实的问题情境、充分的学习机会和完整的实践过程，进

行有意义的学习。

3. 研学旅行课程建设需科学设计、系统构建，根据小、初、高

不同学段学生特点进行课程全要素构建。

一、研学实践课程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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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学生学业

成就评价的策略方法

构建各具特色的

研学实践课程模式

明确研学实践教育

价值和活动基本类型

寻找研学旅行纳入

学校课程的六大路径

建设小、初、高不同

学段研学实践课程体系

创生中小学研学

实践体系

二、研学实践课程设计方法



各类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

1.明确研学旅行教育活动基本类型



作为综合实践
活动一种方式

与地方课程
整合实施

与校本课程
整合实施

与团、队
活动相结合

与国际友好
交流相结合

六大
路径

与国家课程
实施相结合

2.寻找研学旅行纳入学校课程六大路径



1. 搭建“五育并举”研学实践整体架构

2. 确定不同层次研学实践活动主题

3. 设计有梯度研学实践课程目标

4. 提出适宜不同年龄的活动场所建议

5. 选择有区分度的研学课程内容

6. 设计不同的研学实践活动方式

课程设计六大要点

3.建设小初高不同学段研学旅行课程体系



（1）“五育并举”研学课程整体架构



（2）确定不同层级研学实践活动主题

关注宏观层面，贯穿一次研学，如历史文化、红色教育、自然探索、科技创新等主题

关注中观层面，往往体现研学资源基地特色，一个大主题可分解为二三个中主题

每天或每个景点设置研学小主题，便于明确每天学习任务，若干小主题共同服务于一个大主题



（3）设计有梯度研学实践课程目标

以价值体验为主，亲历

自然考察、社会体验、

参观基地等活动，初步

获得有积极意义的体验；

能自觉遵守公共空间的

行为规范，理解公共规

则的意义并适度维护；

对党、对国家有初步热

爱，为自己是中国人感

到自豪。

初 中 生

以价值体悟为主，积极

参加文化场馆考察、红

色之旅、社会实践，主

动分享体验和感受；能

够运用学过的书本知识

解释一些社会现象，解

决自己困惑的问题；加

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理解，形成国家认

同，热爱中国共产党

高 中 生

以价值体认为重点，通
过参加研学实践活动，
掌握课题研究的基本方
法和规范，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问题；将阅
读与旅行深度融合，深
化国家认同，树立“四个
自信”，加深对中国共产
党的感情；体悟个人成
长与社会进步、国家发
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关系。

小学•初中•高中

小 学 生



（4）安排适宜不同年龄活动场所

到北京市其他区活动
半天到一天。根据活
动距离远近和时间安
排设计研学内容并完
成相应的探究性和体
验性学习任务。

小 学

活 动 建 议

高 中初 中

到京外活动二至五天。
可以在京津冀、华北、
区域考察探究。以项目
式学习组织，让学生带
着课题去旅行，用学过
的学科知识解决问题。

活动六至八天。提供不同
的研学线路，供文理不同
倾向的学生选择。带着明
确的研学任务出去，行前
做准备，采用调查、观察、
实验、文献、比较等多种
方法研究，行后完成研学
小论文或研究报告。



（5）选择有区分度的研学课程内容

根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知识领域、学习方式，构建六大类“研学实践”
主题课程内容框架。每类之下又细分领域，指向不同教育目标。



（6）设计不同的研学实践活动方式

小学生运用“五感”学习，自
然观察、亲身体验、讨论交
流、动手制作、简易操作

高中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2个
跨学科研究为主的研究性学
习课题，获得6学分

初中生运用学科知识解释问
题、解决问题，学习研究方
法，经历研究过程

研学旅行从低年级到
高年级是体验性学习
和研究性学习“此消
彼长”的过程，小学
以体验性学习为主，
中学逐渐过渡为体验
式学习减少，研究性
学习增多。 



让学生在评价中找到自信

每个学生都是成功的学习者，都可以找

到自信，发现自己独特的潜能。研学实

践是一个教育发现过程，让学生发现更

好的自己，发现更好的伙伴。

分学段设置学习达标要求

小学生研学作业以体验日记、游学

感悟为主，初中生研学作业以小课

题研究报告及科学探究作业为主，

高中生研学作业应该是创新性、规

范性研究报告，综合、规范运用多

种研究方法。

在研学实践中关注过程性评价

对学生三阶段学习进行完整评价，

行前准备、行中实践过程、行后总

结情况

将研学成果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评价学生在道德修养、学习能力、

身心健康、审美素养、实践能力等

综合学习发展情况，关注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育人效果

对研学效果采用多元主体评价

4.建立学生学习评价的策略方法



⚫学生自评

⚫小组互评

⚫家长参评

⚫学校测评

⚫机构助评

学生为最重要评价主体，研学旅行最重要评价是自我评价

4.建立学生学习评价的策略方法



国家课程整合
跨学科研学模式

地方课程整
合乡土文化
研学模式

校本课程

特色研学模式

综合实践多

种方式整合

的研学模式

与团队活动

整合主题教育

研学模式

与互访交流整
合浸润式研学

模式

5.构建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模式



研发线
上课程
资源，
疫情期
间提供
线上研
学资源

统揽研
学实践
设计与
实施过
程，提
供课程
建设整
体解决
方案

制定
《研学
实践课
程建设
标准》，
为学校
提供“行
动指南”

构建研
学实践
课程九
大要素，
为学校
提供指
导“模板”

6.创生研学实践课程指导体系



（1）构建研学实践课程九大要素



（2）提供研学实践课程设计要领



（3）研制研学实践课程建设标准

研学实践课程建设标准

课程
实施
建议

课程
目标
内容

课程
评价
建议

安全
管理
手册
编写

师
资
构
成

课程性质、
特点和基
本理念



（4）研发“线上+线下”课程资源

为适应疫情期间学生开阔视野开展研学的需要，组织中小学骨

干教师团队，分批录制“海淀历史与文化”（15节）、“中学生与知识

产权”（8节）“走进圆明园”（27节）等视频微课，为各校教师提供

教学资源，放在海淀区中小学资源平台供学生、教师点播观看。



整体解决方案

1.提出中小学研学实践课程建设的一套
指导体系，包含课程设计指导和实施策略
指导，研发五个维度27条指导标准。

2.明确研学实践教育内涵和活动类型，
提出研学实践纳入学校课程的6大路径，针
对不同学段设计有梯度的课程内容给出6个
要领，设计学生学习评价的5种评价方法，
提炼了研学实践的6种实践模式，创生研学
旅行课程建设的4个步骤，给出整体构建中
小学研学实践课程的整体解决方案。

三、研学实践课程建设标准



研学活动：“红色课堂”让学生与历史“相遇”

⚫ 2022年9月12日，海淀教科院在北京植物园樱桃沟“一二·九”运动纪念亭组织了“铭记

抗战历史传承爱国情怀”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研学亲子社会实践活动，来自西

苑小学、北外附校、石油附小、八一学校、交大附中、十九中等学校的近40名中小

学生、家长参加。

四、研学实践课程实施案例



传承优秀革命文化，培养学生担当意识

⚫ 建党100年，身边的党史教育：

《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手册》

20个红色主题研学课程方案。

⚫ 学校可以直接使用这套资源

作为活动指导手册，也可进

行二次开发，指导学生开展

专题探究和综合学习。

四、研学实践课程实施案例



红色研学实践活动课程内容



课程案例——寻访一二•九运动纪念地

⚫ 1936年北平大中学生举行军事夏令
营期间，北京大学陆平和清华大学
赵德尊刻下“保卫华北”，佚名者刻
下“收复失地”。

⚫ 1985年，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
在植物园樱桃沟建立了寓意“众”字
的纪念亭。



制定活动方案，发出活动通知



学生活动场景



《海淀报》报道



课程板块设置（学习内容与活动方式）

研学地点

研学主题

引言导语

基地简介

方位认知

背景知识



课程板块设置（学习内容与活动方式）

探究问题

活动建议

小 贴 士

自我评价

参考资料

编写作者



主题

引领

走读

结合

路线

导引

场景

预设

问题

进阶

真实

情境

开放

探究

家校

协同

规范

活动

注重

反思

红色研学手册价值和特色



红色研学实践教育课程建设要素

•开放、综合

•从书本到实践

•从校内到校外

•校外促进校内

•研学实践反哺学科知识

•小组活动

•班级活动

•年级活动

•仪式教育

•主题教育

•研究性学习

•体验性学习

•阅读学习

•行走学习

•具身认知

•革命文化教育

•责任担当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

教育目标 学习方式

学习空间活动方式



课题成果——创生了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建设指导体系

1. 构建研学旅行课程九大要素，为学校提供指导“模板”。

2. 统揽研学旅行设计与实施过程，为学校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3. 制定《研学旅行课程建设标准》，为学校提供“行动指南”。

研学实践课程建设研究成果



1. 新课标背景下，研学实践大有可为！研学强调学习的情境性、过程

性，促进核心素养形成，为学生将来解决新的复杂问题奠定基础。

2. 随着社会教育发展，研学既是普遍需求，也会成为个性化需求。

3. “双减”背景下，家长会在寒暑假、双休日让孩子去增长见识，亲子

研学会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结   语



谢谢倾听！
大 咖 零 距 离  尽 在 明 德 云

欢迎关注

海淀教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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