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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实践力是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之一，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研学旅行作为一种综合实践育

人活动，是立德树人融入社会实践教育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培养和发展学生地理实践力的重要途径。

本文依托南阳市乡土地理资源，设计了“赏秦岭地轴，阅万年天书，观亚洲天池，品城市文化”为主题

的研学活动，以落实对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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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ical practice power competency is one of the core competences of geography,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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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oughly reflect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geography discipline. As a comprehensive practic-
al education activity, study tour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integrating moral cultivation into social 
practice education. The study tour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students’ geo-
graphical practice power competency. Based on the native geographical resources of Nanyang City, 
this study designs activity titled “Appreciate the axis of Qinling Mountains, Read the book of ten 
thousand years, View the Tianchi Lake in Asia, Taste the urban culture” to implement the cultiva-
tion of students’ geographical practice power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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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

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1]。研学旅行是一种理性知识与情感体验有机结合的新教育形式，开展研学

旅行能够帮助学生搭建自身理论知识体系和现实生活场域的联系[2]，是撬动素质教育的杠杆和实施新课

程改革的突破口之一[3]。研学旅行从本质而言属于教育活动，“是立德树人融入社会实践教育的重要形

式”[4]。 
2013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明确要求“逐步推进中小学生研学

旅行”。2016 年教育部等 11 部委又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将研学旅行上升

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并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2017 年原国家旅游局出台了《研学旅行服

务规范》，对研学旅游服务提供方、人员配置、产品、服务项目以及安全管理等内容进行详细规定。同

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明确了综合实践活动是必修课程，并将研学旅行纳

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范畴。随后，教育部办公厅又公布了一批研学基地，研学旅行被放在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近期，郑州市教育局等 11 部门联合制定并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的实施方案》，研学旅行将纳

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并计划在 2024 年全面铺开研学旅行。在《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和《普通高

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明确提到地理实践力是学生重要的地理核心素养。 
地理实践力是指人们在考察、实验和调查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意志品质和行动能力。考察、

实验、调查是地理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地理课程重要的学习方式[5]。地理实践力主要表现为意志品

质和行动能力两个方面，行动能力上要求学生能够收集和处理地理信息、设计和实施地理实践活动方案、

选择和使用地理工具等；意志品质上要求学生有主动探索问题的兴趣、从体验和反思中学习、有自己的

想法、有克服困难的勇气等[6]。地理研学旅行是地理课程的延伸、提升、重组和综合，对培养学生地理

实践力具有重要作用。 
南阳市位于豫西南，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气候类型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域的大陆性

季风型湿润半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地质地貌形态多样，水文资源丰富，文化气息浓厚，

具有开展研学活动的价值。利用本土资源优势挖掘地理课程资源，不仅能加深学生对抽象地理知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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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培养学生地理学习兴趣，而且能够增强学生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 

2. 研学旅行方案设计 

2.1. 研学主题 

通过对南阳市典型的乡土地理资源进行梳理，确定了以“赏秦岭地轴，阅万年天书，观亚洲天池，

品城市文化”为主题的综合地理研学活动。 

2.2. 研学地点及研学对象 

经过实地走访调研，结合交通通达性、研学的典型性、综合安全性考虑等方面进行考虑，设计了“赏

秦岭地轴，阅万年天书，观亚洲天池，品城市文化”的研学主题，涉及到的研学地点有：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调水源头——丹江口水库湿地保护区，稀有古生物景观——恐龙蛋化石遗迹和恐龙蛋化石博物馆，

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城市文化景观——张衡博物馆。研学活动时间为三天，第一天的研学地为丹

江口水库湿地保护区，第二天的研学地为恐龙蛋化石博物馆及周边村落的恐龙蛋化石遗迹、张衡博物馆。

第三天的研学地为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图 1 展示了研学旅行线路规划图。 
研学对象为高一、高二学生。 

 

 
Figure 1. A route planning map for study tour  
图 1. 研学旅行路线规划图 

2.3. 研学准备 

1) 做好研学旅行动员工作，召开研学旅行动员大会，介绍研学旅行路线、内容、时间、注意事项、

需要准备的东西；根据学生意愿和学生性格特点，做好研学旅行分组，力求每个学生都能够经历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2) 准备研学手册。将研学点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和地理知识整理出来，让学生提前了解研学地概况，

鼓励学生自主搜集资料，为研学旅行做好知识储备。 
3) 提前了解研学点信息，关注天气状况，做好安全预案，安排好交通、住宿。 
4) 教学条件，提前准备需要的地理工具设备，安装好软硬件设施，安排好辅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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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学活动设计理念 

本次研学活动主要以南阳市乡土地理资源为载体，同时结合地理学科课程标准，基本的活动理念如

下：依托典型乡土地理资源，培养学生区域认知；整合学科思维，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注重学生动

手实践、调研和讨论，增强学生研学活动的参与感。 

2.5. 研学活动实施原则 

2.5.1. 实践性原则 
研学活动以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整体活动设计以教师引导、学生主体为原则。活动设计

以学生现有认知为起点，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并学会分享、讨论和总结。活动设计需要借助相关仪器，

学生在活动中观察、实践、探究、小组讨论等，提升地理实践力，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2.5.2. 安全性原则 
活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此次研学活动涉及到一些水域和山区，为保障研学活动的安全，整个活动

要详细周密地做好前期规划，提前进行实地模拟演练，做好安全预案。活动中时刻提醒学生遵守规则，

注意安全。 

2.5.3. 综合性原则 
在活动内容的安排上坚持多学科融合，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耦合。带队老师尽量涉及多个学科，围

绕研学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尽可能从多个角度进行解答，全面锻炼学生的综合思维。 

3. 研学活动课程实施 

3.1. 研学地点：丹江口水库湿地保护区 

河南丹江口水库位于湿地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沿岸，地处鄂、豫、陕三省交界处，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12'34"~111˚39'49"，北纬 32˚45'25"~33˚05'27"。丹江口水库湿地在净化水源、保持水

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典型案例，不仅在地理教材

中有所体现，而且具有重要的研学价值。 

3.1.1. 研学目标 
1) 通过现场实践，学生学会利用 APP 识别植物的种类及其习性，学会测试水质的常规方法，能够归

纳不同种类的绿植对治理水体的独特功能。 
2) 参观湿地周边工业和农业，了解湿地周边工农业的发展现状，能够结合相关资料，归纳总结不同

类型的工农业对湿地发展的影响。 
3) 在参观水文观测站的过程中，体会地理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在水资源观测中起到的作用。 
4) 通过对丹江口水库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考察，学生能够综合分析流域整治的措施及意义，逐步形

成良好的资源观、环境观和人地协调观。 
5) 通过学生亲身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地理实践力和劳动技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关心区域发展，认识湿地价值，了解湿地保护的对策，进而关心人类的生存环境，

成为一个有强烈责任感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公民。 
6) 通过湿地保护的宣传，提高公众对湿地价值的认识，培养人们保护湿地意识。 

3.1.2. 研学活动设计 
研学主题一：认识丹江口湿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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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活动：在研学手册上整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背景，提前整理《话说南水北调》《水脉》

《渠首》《中国湿地》《湿地的力量》等相关纪录片和三维地图看世界的相关视频。 
【研学任务】 
1) 通过研学手册和相关纪录片，让学生了解丹江口水库的区位概况，了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途经

过的城市和地形区，并能够绘制简图。结合相关资料，归纳整理资源跨区域调配的重要意义。 
2) 观看湿地相关的纪录片，归纳整理湿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研学主题二：了解湿地周边生态环境 
【研学任务】 
1) 参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陶岔渠首水质自动监测站，了解丹江口水库的水位、流量、水系、水质(水

质采样与检测)，做好相关记录。使用活动前准备的简易装置，动手检测，对照相关标准，从检测结果上

看，丹江口水质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2) 参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陶岔渠首水文观测站，体会地理信息技术在水文观测中的运用，做好相关

记录。 
3) 在人工湿地的展示区观察不同类型的湿地植物群落，运用形色 APP 辨别植物群落的类别，结合相

关资料研究这些植物群落的具体功能。 
4) 观察人工湿地周边水生生物的种类，拍照记录，体验湿地周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5) 走访调研湿地周边的村民，了解丹江口湿地生态系统从过去到现在的演变。 
6) 走访调研，记录湿地周边农作物的类型，了解化肥农药的使用情况、作物是否需要灌溉以及不同

农作物收益情况，总结湿地周边农业发展现状。 
7) 参观周边工厂，了解湿地周边工业发展现状，工业部门的种类、工厂废弃物的类型、废弃物处理

的主要环节并绘制流程示意图、湿地周边工业部门的变化情况。 
研学主题三：公众对湿地保护意识的调查 
【研学任务】 
从湿地周边生活垃圾处理、湿地周边大型养殖场发展现状、湿地周边旅游业发展现状等方面调研公

众对湿地的保护意识。 

3.2. 研学地点：西峡恐龙遗迹园 

豫西南恐龙蛋化石分布广、数量多、类型多，是世界上罕见的地质古生物奇观和自然历史宝库中的

珍品。它具有先天赋予的典型性、多样性、稀有性、自然性等特点，有极高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

豫西南恐龙蛋化石是联系生物学和地质学之间的纽带，能够为自然、生态环境、生物进化、古地理、古

气候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切实的资料和可靠的依据，因此在地质遗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7]。 
在新版地理教材中都新添加了地球的历史这一节，这一节出现的新概念对学生理解起来难度较大，

通过参观恐龙遗迹园加深学生对地球历史相关知识的理解，通过直观的方式感受地球演变，培养学生的

时间思维。西峡恐龙遗迹园园区内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科普教育资源，是开展教育实践的绝佳基

地，西峡恐龙遗迹园在 2023 年入选为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 

3.2.1. 研学目标 
通过对西峡恐龙遗迹园的参观，从视觉上“触摸”真实的远古时代，培养学生对地球演化过程的认

识，启发学生关注生命从何而来、生命向何处发展等基本的科学问题。 

3.2.2. 研学活动设计 
研学主题一：重读地球的历史，了解地球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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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任务】 
1) 通过场馆的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学习宇宙的形成、天体演化的过程、大陆漂移、

地壳运动相关知识。 
2) 观看学习从古生代到新生代生命演变、进化的历程，以及人类的进化史。 
3)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分析白垩纪末期恐龙灭绝的原因(小行星撞击地球说、火山喷发说、气候变

化说等)。 
4) 走访村落，观察恐龙蛋化石遗迹，拍照记录。 

3.3. 研学地点：宝天曼自然保护区 

宝天曼景区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秦岭山脉东段伏牛山腹地，大部分位于大部分景区位于内乡县北部

夏馆镇和七里坪乡，部分景区位于南召县西南部。宝天曼自然保护区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地带特征，它是

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等。由于典型的过渡性特征，使

得这里的自然景观、物种资源、农业景观、地域文化等自然人文要素都打上过渡性的烙印，是同纬度保

护最为完整的地区和河南省生物多样性分布中心[8]。宝天曼自然保护区也是一部研究复合型大陆造山带

的地质教科书，代表了世界范围内最为典型的复合型大陆造山带的构造特征，它是复合型大陆造山带俯

冲碰撞、汇聚拼接，隆升造山的关键部位和地质遗迹保存最为系统、完整的区域之一，具有较高的科学

价值和景观价值[9]。景区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与自然研学主题融合度高，为开展研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 

3.3.1. 研学目标 
1) 能够借助相关软件，了解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的区位概况及所属地形区。 
2) 基于资料收集和实地考察，从土壤、植被类别、地质地貌概况等方面描述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的自

然地理概况，体会过渡区自然地理特征。 
3) 通过动手采集土壤、识别植物类别、绘制地貌简图等形式，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 
4) 参观宝天曼的科研院所，了解一些简单的工作原理。通过科学熏陶，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崇尚科

学的精神。 

3.3.2. 研学活动设计 
研学主题一：了解宝天曼的自然地理概况 
【研学任务】 
1) 借助手机 APP 和相关资料，描述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概况。 
2) 沿途观察并采集土壤，观察土壤的特点，归纳总结不同海拔土壤的类型。 
3) 识别植物种类，观察不同海拔植被类型。运用形色 APP 辨别植被类别，拍照记录不同海拔高度植

被的类型，总结沿线植被的垂直分异特征。 
4) 能够通过数年轮判断树龄，学会观察树木年轮的宽窄辨别朝向，辨别生存环境，判断树木生长历

史上的气候变化。 
5) 观察景区花岗岩峰丛峰岭石柱地貌遗迹、断块山地貌遗迹、穹顶山地貌遗迹、向斜山、背斜山及

悬崖绝壁地貌遗迹等构造地貌景观，归纳总结这些地貌遗迹的特点，小组探讨地貌遗迹的形成原因，并

能动手绘制地貌简图。 
6) 以小组为单位，在老师的帮助下寻找合适的岩层，测出岩层的走向、倾向和倾角，并填写产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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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记录表。 
7) 欣赏天心洞独特的岩溶洞穴景观，辨别喀斯特地貌的类型，描述喀斯特地貌的主要特点，简要绘

制喀斯特地貌简图并拍照记录。结合周围环境，小组探讨天心洞喀斯特地貌的形成原因。 

3.4. 研学地点：张衡博物馆 

张衡发明创造了“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及方位的仪器。在天文方面，他发明创造了

“浑天仪”，是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测星象的天文仪器。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完备的

地形图。在气象学方面，他制造出了“侯风仪”。张衡博物馆是一所集文献收集、科学研究、文物保护、

宣传教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纪念性博物馆，是南阳市重要的文物旅游景区和青少年综合性教育基地。

为开展研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3.4.1. 研学目标 
1) 通过对张衡博物馆的参观，培养学生欣赏学习古人的智慧的结晶，培养学生学习古人不畏困难、

勇敢探索的科学精神，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2) 了解地动仪、浑天仪、侯风仪的工作原理，培养学生地理学习兴趣。 

3.4.2. 研学活动设计 
【研学任务】 
了解地动仪、浑天仪、侯风仪的工作原理，归纳整理张衡对地理学的贡献。 

4. 研学活动评价 

本次研学课程设计以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和研学旅行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为指导，力求评价目标多元

化、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目标主要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研学参与情况和研学成果展示三个方面进行

评价，评价主体主要从自我评价、小组评价、教师评价三个方面，每个评价指标按权重分配一定的比例，

表 1 展示了研学活动评价量表。 

 
Table 1. An evaluation scale for research activity 
表 1. 研学活动评价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

分 

评价主体 
自我评

价(30%) 
小组评

价(40%) 
教师评

价(30%) 

地理核

心素养
(40%) 

区域认知 能够借助软硬件设施准确定位研学点的地理位置，

了解研学点的地形区概况。 
10    

综合思维 

能够结合调研数据，综合分析湿地周边工农业对湿

地的影响，能够根据调研结果综合分析丹江口湿地

保护的措施； 
能够结合收集的资料和实地考察，描述保护区的自

然地理概况； 

10    

地理实践

力 
了解地理工具的使用原理并能够熟练运用地理工

具解决问题；能够绘制简单的示意图、地形图。 
10    

人地协调

观 

通过对丹江口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考察，能够综合

分析流域整治的措施和意义，形成良好的资源观、

环境观和人地协调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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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研学参

与情况 
(30%) 

收集和处

理地理信

息的能力 

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信息。 5    

有探索问题的兴趣，主动发现问题。 5    

实施地理

实践活动

方案的能

力 

与他人合作、交流和分享的态度与能力。 5    

在活动中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能够解决问题； 
能主动克服困难，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 

8    

独立使用电子地图、地理工具和野外考察软件。 7    

研学成

果展示 
(30%) 

成果展示 研学成果完成度高、内容丰富、规范整洁、立意新

颖。 
20    

研学报告 
反思总结 主动体验与反思，能提出独到的建议。 10 

   
   

5. 研学活动总结与反思 

1) 在每天的研学活动结束之后，以小组为单位，针对调研的问题展开讨论，达成共识后在班级分享

调研成果。 
2) 研学活动结束之后撰写研学活动报告，学生可以针对研学活动中的问题从自身角度总结，教师针

对整个活动进行总结反思。 
3) 研学活动成果展览。 

6. 结语 

研学旅行弥补了传统地理教学中只注重课堂教学的不足，强调将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引

导学生通过考察、实验、调查等方法在真实情景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研学旅行作为立足

于现实生活和真实情境的课程组织方式，是立德树人融入社会实践教育的重要形式，是培养学生地理实

践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落实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乡土地理是学生熟悉的地方，结合

乡土地理资源开展研学活动能够增强学生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本文从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提升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出发，深入挖掘南阳市乡土地理资源，同

时结合高中地理课程，设计了“赏秦岭地轴，阅万年天书，观亚洲天池，品城市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活

动方案，活动遵循安全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的原则，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在活动中促进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的落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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