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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义务教育阶段下中学生正确世界观、价值观的培育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爱国主义教育离不开合适的教育载体，而近年来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研学旅行的蓬勃

发展为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学生研学旅行课中的渗透提供了现实可能。文章基于爱国主义教育在绍兴市中

学生研学旅行课的融入现状，调查分析其实践困境，并从利用学业情绪的“控制–价值理论”、发挥团

体动力学作用等方面，探索中学生研学旅行课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破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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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riotism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has impor-
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rrect world outlook and valu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Patriotism educ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an 
appropriate education carrier. In recent year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travel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of Zhejiang Province has provided a realistic possibility for the pene-
tra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the research travel cours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into the research travel clas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aoxing C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its practical difficul-
ties, and explores the cracking strategy of the infiltra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into the research 
travel clas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using the “control value theory” of aca-
demic emotions, playing the role of group dynamic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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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

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1]”，“要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

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中生根发芽[2]”。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激发中学生主体自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内生动力。在中学生研学旅行课

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进一步创新中学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引导广大中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将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下去，强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认同。 

2. 绍兴市中学生研学旅行课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成效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对于研学旅行的政策导向，推动研学旅行在浙江省的蓬勃发展，促进素质教

育在浙江省的进一步落地，浙江省委省政府于 2018 年出台了《浙江省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实施

意见》，旨在推动我省中小学生加深与自然、文化的亲近感，引导其主动接触社会、适应社会、走上社

会，实现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的有机融合，是激励浙江省中小学生不断提升其综合素质能力的重要抓手

和有力举措。 
绍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家、浙江省针对研学旅行出台的重要意见和作出的重要批示，通过政策

引领、课程改革、基地培育等一系列举措，开辟了“文旅、农旅、军旅”多维度的研学旅行发展格局，

打造出了一个以鲁迅故里为核心、多个研学基地共同培育的这一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绍兴研学

品牌。研学旅行在绍兴熠熠生辉，取得了重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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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绍兴市广泛搭建爱国主义教育平台，通过打造“越讲越响”主题宣讲品牌、绘制绍兴“红色

文化旅游地图”、培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形成了多维度育人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爱国主义教育融入了绍兴市中学教育全过程。 
为了从中学生视角了解研学旅行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效和困境，笔者设计了问卷调查(见附件)，问

卷涵盖了“对研学旅行课程了解程度、研学旅行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爱国主

义教育的内容、爱国主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等 20 个问题。以绍兴市越城区以及柯桥区中学生为研究对

象，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绍兴市越城区 A、B 中学，柯桥区 C、D 中学共四所学校展开了相关

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 282 份，剔除可信度较低以及问卷信息缺失的问卷后，用于统计分析的有效问卷

275 份，有效问卷率 97.5%。 
通过问卷分析可以看出，研学旅行在绍兴市中学范围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约有 67%的受访者认

为自身对研学旅行有一个较为充分的了解，其中“非常了解”的占 17.5%；约有 97%的受访者对参加研

学旅行以促进自身发展持积极态度，其中“非常有帮助”的占 43.2%。 
同时，随着爱国主义教育在绍兴市的普及与深耕，约有 78.6%的受访者认为学习过程中融入爱国主

义教育“非常重要”，学生日常接触到爱国主义教育的机会达到了 90%以上，改变了爱国主义教育流

于形式的旧貌。针对研学课程设计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措施，约有 95%的受访者认为该措施较为合

理，其中认为“非常合理”的占 50.6%。而 91.7%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研学旅行中爱国主义教育较为紧密

地与其相联系，爱国主义教育逐渐向多样化、内涵化发展，由此可见绍兴市爱国主义教育近年来的发展

成效。 

3. 中学生研学旅行课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困境 

绍兴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其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这为绍兴市开展研学旅行实践以及

中学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但随着绍兴市研学旅行及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蓬勃发展，

其暴露出的实践困境也不容忽视。研学旅行在思想道德建设层面缺乏深刻的教育内涵，爱国主义教育在

教育维度层面缺乏多元的教育载体。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证实了以下问题的存在。 

3.1. 研学旅行的实践困境 

3.1.1. 导向维度：研学旅行的教学内容缺乏“生活化导向”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曾提出“教育即生活[3]”的观点，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

从经验中学习”，“生活化导向”是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教

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的变化[4]”这一观点，认为生活中蕴涵着教育的真谛，教育寓于生活之中，教育的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会生活。 
质言之，教育应坚持“生活化导向”，研学旅行的教学内容也不例外。中学生研学旅行课应在遵循

政策大纲的基础上，实现其课程目标的生活化、课程内容的生活化以及课程评价的生活化。同时，中学

生研学旅行课应在适当“保护”好学生的前提下，充分给予学生走向社会、接触社会的机会，让学生在

研学旅行中动动手、出出汗，全面地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对社会产生一个初步的认知判断，为今

后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然而，绍兴市研学旅行课程由于其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特

有优势，研学旅行课程的顶层设计难以逃离历史文化景点这一“舒适圈”，更侧重于文化景点的深度开

发与利用，其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的结合度不高，“生活化导向”有所欠缺。 
根据问卷第 18 题“您认为研学旅行课程是否更侧重于智育和旅行体验而缺乏德育内容的融入”的

相关选项统计可知，选择“非常符合”选项的共有 27 人次，占比 9.8%；选择“符合”选项的共有 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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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占比 10.2%；选择“比较符合”选项的共有 55 人次，占比 20.0%；选择“不太符合”选项的共有 98
人次，占比 35.6%；选择“不符合”选项的共有 67 人次，占比 24.4%。由此可见，在对绍兴市四所中学

的调查过程中，约有 40.0%的学生认为研学旅行中存在“更侧重于智育和旅行体验而缺乏德育内容的融

入”这一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学者、教师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研究和探索。 
同时，根据问卷第 19 题“您认为在研学旅行过程中应适当融入德育内容(如爱国主义教育等)”的相

关选项统计可知，选择“非常认同”选项的共有 154 人次，占比 56.0%；选择“认同”选项的共有 81 人

次，占比 29.5%；选择“比较认同”选项的共有 36 人次，占比 13.1%；选择“不太认同”选项的共有 2
人次，占比 0.7%；选择“不认同”选项的共有 2 人次，占比 0.7%。由此可见，绝大部分绍兴市中学生对

研学旅行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持支持态度，然而，根据问卷第 18 题可知，目前绍兴市研学旅行中一定程

度上依然存在着德育内容不足的问题，研学旅行的教学内容缺乏“生活化导向”。 
根据线性回归(图 1)可以得出，“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适当提升教育内容的丰富性”的回归系数值为

−0.971 (t = −2.185，p = 0.034 < 0.05)，与问卷第 18 题“研学旅行更侧重智育和旅行体验而缺乏德育内容

的融入”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这体现出“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适当提升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有利于

改善“研学旅行的教学内容缺乏‘生活化导向’”的这一研学困境。 
同时，根据此表可以得出，问卷第 5 题“爱国主义教育中需要采用激发学生积极情绪以促进学习效

果的方法”的回归系数值为−0.514 (t = −2.362，p = 0.023 < 0.05)，与问卷第 18 题“研学旅行更侧重智育

和旅行体验而缺乏德育内容的融入”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这体现出“爱国主义教育中需要采用激发

学生积极情绪以促进学习效果的方法”有利于改善“研学旅行的教学内容缺乏‘生活化导向’”的这一

研学困境。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在文章的第五部分“中学生研学旅行课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中，运用团体动力学理论来解决研学旅行缺乏“生活化”导向的问题。 
 

 
Figure 1.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1) 
图 1. 线性回归结果(1) 

3.1.2. 内涵维度：研学旅行商业倾向浓重而教育导向薄弱 
研学旅行的定义可以简单概括为：“个体在进行集体旅行与食宿的过程中开展研究性学习与旅游活

动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其研究性学习是其根本‘目的’，旅游活动是促进研究性学习效果的‘手段’”。

简单来说，研学旅行的重点在于前面的“研学”二字，其本质属性是教育属性而非旅游属性。 
然而，在如今研学旅行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日益浓厚的商业化倾向对研学旅行的过度干扰问题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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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研究性学习”的首要地位并未凸显，“旅游活动”反而成了研学旅行课程的卖点，研学旅行在

内涵维度上逐渐出现了商业倾向浓重而教育导向薄弱的问题。许多研学基地在研学课程设计的过程中，

为吸引学校将其列为研学基地，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一昧地盲目追求研学活动的趣味性和体验性，

忽视了研学旅行所蕴含的教育属性这一本质属性。 
从短期来看，这类重“旅行”而轻“研学”的研学活动有利于研学基地、学校、学生三者的效益最

大化，研学基地在学校组织压力较轻、学生游玩体验较好的同时，能够得到其扩大经济效益的最优解，

看似是一种多方获益的完美方案。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类创新性明显不足、教育沦为商业的附庸的研

学旅行对研学基地、学校、学生三者的利益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从学生角度来看，研学旅行仅仅只是

“旅行”，其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并未得以完全体现，学生个体的综合素质难以提升；从学校角度来看，

这类研学旅行在如今注重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必然会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而要求学校重新制订具有本

校特色的研学方案。学校在前期没有充足的特色研学经验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出台“一校一策”的研

学方案具有较大难度；从研学基地角度来看，虽然前期重“旅行”而轻“研学”的研学课程给研学基地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随着后期研学基地的转型，其必将经历一段阵痛期，对研学基地特色品牌的

打造具有消极的影响。因此，研学旅行中存在的商业倾向浓重而教育导向薄弱的这一问题亟需得到有效

的解决，从而使学生能够在研学旅行中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根据问卷第 13 题“您认为研学旅行过程中，存在商业倾向较强，教育意义较弱的现象”的相关选项

统计可知，选择“非常认同”选项的共有 31 人次，占比 11.3%；选择“认同”选项的共有 33 人次，占

比 12.0%；选择“比较认同”选项的共有 57 人次，占比 20.7%；选择“不太认同”选项的共有 95 人次，

占比 34.6%；选择“不认同”选项的共有 59 人次，占比 21.4%。由此可见，在对四所学校的调查过程中，

约有 44.0%的学生认为研学旅行中“商业性较强而教育性较弱”的问题仍有一定的改进空间。 
根据线性回归(图 2)可以得出问卷第 5题“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教师需要采用激发学生积极情绪以促进

学习效果的方法”的回归系数值为−0.512 (t = −2.520，p = 0.015 < 0.05)，与问卷第 13 题“您认为研学旅

行过程中，存在商业倾向较强，教育意义较弱的现象”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这体现出“在爱国主义

教育中教师需要采用激发学生积极情绪以促进学习效果的方法”有利于改善研学旅行商业性较强，教育

性较弱的现状。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在文章的第五部分，提出了运用“控制–价值理论”，来解决研学

旅行中存在的这一问题。 
 

 
Figure 2.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2) 
图 2. 线性回归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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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困境 

3.2.1. 行为维度：教学方法单一，形式主义严重 
2016 年，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学校师生座谈会中作出“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核心[5]”这一重要论述，

认为素质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必要手段，充分体现出素质教育是全体中学生成长成才过

程中的重要推动力。但在国内高校地位分化加剧，中学阶段教育“内卷化”问题日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

学生家长会对学校的教学策略产生无形乃至有形的施压，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素质教育在中学推行的过

程中受到重重阻碍，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德育教育在中学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 
这些现实因素造成了爱国主义教育教学方法单一，形式主义较为严重的实践困境。以爱国主义教育

为核心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依然以灌输式教育为主[6]，更多地采取教师“讲”和学生“听”的教育方法，

更多地采用主题班会等说教的教育形式，存在着一些形式主义问题。中学爱国主义教育缺乏多元载体，

爱国主义元素的承载方式有所欠缺，这将会对个体意识逐渐萌发、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造成强烈的逆反

心理，使得教育效果大大削弱，难以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因此，充分发掘和有效利用多元的爱国主义

教育载体、丰富的爱国主义实践活动将有利于破解爱国主义教育教学方法较为单一的实践困境。笔者将

在后文阐述破解这一实践困境的相关策略。 
根据问卷第 3 题“您认为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爱国主义教育方法相对单一，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

手段”的相关选项统计可知，选择“非常认同”选项的共有 168 人次，占比 61.1%；选择“认同”选项

的共有 75 人次，占比 27.3%；选择“比较认同”选项的共有 26 人次，占比 9.4%；选择“不太认同”选

项的共有 3 人次，占比 1.1%；选择“不认同”选项的共有 3 人次，占比 1.1%。由此可见，在对绍兴市四

所学校的调查过程中，约有 97.8%的学生选择了“非常认同”“认同”“比较认同”的选项，体现出了

目前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较为单一，学生希望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以促进其学习效果。 
根据线性回归(图 3)可以得出，问卷第 7 题“爱国主义教育中应让学生深刻意识到其内涵和价值”的

回归系数值为−0.512 (t = −2.520，p = 0.015 < 0.05)，体现出“爱国主义教育中应让学生深刻意识到其内涵

和价值”有助于爱国主义教学方法单一这一问题的解决。 
 

 
Figure 3.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3) 
图 3. 线性回归结果(3) 

3.2.2. 内容维度：教学内容乏味，理论知识主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爱国主义教育在世情、国情、社情和学情的“新”转变中，既迎来了其时代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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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也迎来了其时代新挑战[7]。时代新使命即爱国主义教育要引导中学生个人理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相紧密联系。时代新挑战即新时

代爱国主义的教育内涵与如今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不相匹配，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存在与时代脱节的现

实问题，如何设计好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既符合当代爱国主义的教育目标，又适应当代中学生的思想

需求，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当下中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学校偏向于以我国历史名人、革命先烈的事迹为爱国主义教育的

主要内容，将具有一定历史感的人物事迹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核心。但在如今中学生所处时代背景

大变革的情况下，这一历史名人及革命先烈事迹仅能在表层上引起中学生的敬畏，难以在深层上引起其

情感上的共鸣，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也随之削弱。针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略显乏味的实践困境，笔者认

为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应有机融入新冠疫情中涌现的英雄人物、中国在新冠疫情中的卓越表现等与时代变

迁相适应的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不能够仅以理论知识主导，必须充分顺应“新”时代

发展要求，适应时代“新变化”、“新挑战”的发展需要。 
根据问卷第 4 题“您认为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需要适当提升教育内容的丰富性”的相关选项统计

可知，选择“非常认同”选项的共有 182人次，占比 66.1%；选择“认同”选项的共有 72人次，占比 26.2%；

选择“比较认同”选项的共有 19 人次，占比 6.9%；选择“不太认同”选项的共有 1 人次，占比 0.4%；

选择“不认同”选项的共有 1 人次，占比 0.4%。由此可见大部分中学生希望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丰富性

能够有所提高，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知识的讲解。 

4. 中学生研学旅行课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4.1. 基于学业情绪的“控制–价值理论”，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 

2006 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心理学系研究员佩克隆教授提出了学业情绪的“控制–价值理论”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并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该学业情绪理论的有效

性和可行性，在学业成就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阐释中学生相关学业情绪的产生。

佩克隆教授在该理论中强调了两个关键因素，即控制和价值[8]。基于教育心理学角度，分析激发中学生

深入学习爱国主义理论、厚植家国情怀的方法，可以从中学生的生理和心理角度来思考。学业情绪的“控

制–价值理论”指出，环境中的心理或生理因素都会首先影响青少年对学业的控制感和价值感，进而使

他们产生乐学或是厌学情绪。因此在设计中学生研学旅行课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活动时，要尤其

关注中学生学业情绪的主观感受，即中学生所感知到的对爱国主义元素的控制感和价值感。 
“控制–价值理论”认为，当中学生对学习内容有强烈的掌握感时，会更容易产生乐学的情绪和行为；

当中学生认同自己所学的知识技能有极大的意义时，会更容易产生乐学的情绪和行为[8]。许多中学生可

能会觉得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任务”，投身于为中考、高考这类升学考试量身定制的应试教育才是自

己现阶段的主要任务。部分中学生认为这些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思政教育与自身的实际生活没有必

然的联系，并没有意识到爱国主义教育对于自身发展的重大价值和重要意义，因此对此产生了厌学情绪。 
根据第 6 题“您认为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应设置难度适中的教学内容，从而提升学习效果”的相关选

项统计可知，选择“非常认同”选项的共有 132 人次，占比 48.0%；选择“认同”选项的共有 88 人次，

占比 32.0%；选择“比较认同”选项的共有 45 人次，占比 16.4%；选择“不太认同”选项的共有 6 人次，

占比 2.2%；选择“不认同”选项的共有 4 人次，占比 1.4%。有 88%的同学认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难

度应该适中，需要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一调查数据与“控制–价值理论”中的“控制”理论

相对应。 
同时，根据问卷第 5 题“您认为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教师需要采用激发学生积极情绪以促进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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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的相关选项统计可知，选择“非常认同”选项的共有 175 人次，占比 63.6%；选择“认同”选

项的共有 71 人次，占比 25.8%；选择“比较认同”选项的共有 23 人次，占比 8.4%；选择“不太认同”

选项的共有 3 人次，占比 1.1%；选择“不认同”选项的共有 3 人次，占比 1.1%。共有 98%的受访者认

为爱国主义教育中教师需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从而促进学习效果。这一调查数据与“控制–价值理

论”中的“价值”理论相对应。 
为更好地激发学生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学习热情，提升其学习效果，一方面，我们要适当降低研学旅

行中以爱国主义为代表的思政内容的记忆难度，提升学习内容与中学生个体的关联性，有效提升中学生

对思政类学习内容的控制感；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让中学生充分意识到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个体自身发展

的重要作用，引导学生去发现学习这类课程的价值所在，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情绪，从而培养学生对爱国

主义教育课程的兴趣。通过“控制”“价值”这两个维度来激发学生对以爱国主义元素的学习兴趣。针

对如何在中学生研学旅行课中，充分利用“控制–价值理论”来激发学生学习爱国主义精神的积极情绪，

笔者通过设计以下几部分内容，重构了研学课程。 
通过价值诱导和情境教学，提升中学生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价值评估。控制价值理论认为，中学

生在面对不同类型的教学内容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评估，而因此产生的肯定性价值评估则会促进中学

生积极的情绪体验。 

4.1.1. 价值诱导 
在研学旅行开展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设问式的方式来帮助学生进入到积极的情绪状态，从而有利

于我们对其开展价值诱导。例如，农耕主题课程常常是研学旅行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

以设计一个与茶叶的历史起源、文化底蕴有关的研学课程。通过询问和介绍我国茶叶的历史渊源、独特

效用以及与茶叶相关的历史文化，延伸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价值导向，从而自然地导入到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文化自信这两个主旋律中。在对学生进行价值诱导时，提升其对研学旅行课程中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价值评估，使其充分意识到爱国主义教育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价值，增强了其对爱

国主义教育内容的价值感受，更容易使其产生“乐学”的情绪和行为，从而在“价值”这一维度促进其

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学习与吸收。 

4.1.2. 情景教学 
“情境教学是通过创设优化情境，激起儿童热烈的兴趣，把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一种教

学模式”[9]。而教学情境特指教育教学领域的情境[10]，合适的教学情境有利于教学效果最大化的实现。

对中学生来说，理论知识的讲解是枯燥的、乏味的，而研学旅行的实践性强的特征为情境教学的开展创

造了一个良好契机。例如，在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中，我们可以在爱国主义红色展览厅中通过课本剧等形

式开展情境教学，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机会参与到情境教学过程中。中学生一般具有表现性强的性格特征，

为了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取得更好的表现效果，在情境教学前，会提前了解相关爱国主义的知识；在情境

教学时，会努力揣摩相关情节，努力让自己原汁原味地呈现出相关情节；在情境教学后，会反思自己的

整体表现。在这三个过程中，依据“控制–价值理论”，从“控制”这一维度来看，中学生潜移默化地

对爱国主义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于自身的表现也有较好的控制感。同时，从“价值”这一维度来

看，研学课程中的导师和同学也会对个体的优异表现进行赞扬，有利于促使其产生肯定性的价值评估和

激发其积极的学业情绪，从而实现爱国主义精神“进中学生头脑”的理想效果。 

4.2. 充分运用“团体动力学”理论，创新爱国主义精神“进头脑”机制 

美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库尔特·勒温于 1939 年提出了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的理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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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区别于个体本身产生的团体影响力量。这种团体影响力量在影

响个体的同时，也会对整个团体造成影响。团体动力学主要由团体凝聚力、团体目标以及团体氛围这三

个主要部分构成。 
第一，团体凝聚力。团体凝聚力是团体动力学的核心部分，也是团体动力学理论对团队产生积极影

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团体凝聚力主要以团体吸引力的方式体现在团体动力学理论中，这种吸引力既是团

体自身对个体对象的吸引，也是个体对其所处的团体的期望和需求[11]。第二，团体目标。每个团体都有

其特定的团体目标，这一目标既可能是宏观的，也可能是微观的。制定正确合理的团体目标对提高个体

效能以及对团体凝聚力、团体氛围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团体氛围。团体氛围是展现某一特定

团体面貌的表现方式，其主要由团体领导者的领导力决定，普通个体的因素对其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良好的团体氛围有利于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和创造性思维的形成。 
根据问卷第 9 题“您认为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有时存在着积极性不强、存在‘排斥感’的问题”

的相关选项统计可知，选择“非常认同”选项的共有 16 人次，占比 5.8%；选择“认同”选项的共有 35
人次，占比 12.7%；选择“比较认同”选项的共有 57 人次，占比 20.8%；选择“不太认同”选项的共有

88 人次，占比 32.0%；选择“不认同”选项的共有 79 人次，占比 28.7%。由此可见，在对绍兴市四所中

学的调查过程中，约有 39.3%的学生认为自身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参与积极性不够，而这一问题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依靠本文的团体动力学理论来解决。 
目前，中学生研学旅行课是集体出行的一种研究性学习模式，但大部分研学课程并未将中学生作为

一个团体来进行研学课程的教学，研学活动更多地以个体教学为主要形式而开展，忽视了开展团体学习

对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因此，将团体动力学理论运用于研学旅行及爱国主义教育中，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提升中学生的学习效果，解决团体作用在研学旅行及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不够的问题，具

有可行性和借鉴意义。下面，笔者将从如何设立学生研学团队，培育团队凝聚力方面，介绍团体动力学

融入到中学生研学旅行课及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勒温曾提出“解冻–改变–再冻结”的勒温模型，深刻阐释了这一科学方法对团队建设和团队中个

体发展的重要性。下面，笔者将以“解冻–改变–再冻结”的勒温模型为例，阐释如何通过设立研学团

队的方法，以培育团队凝聚力，从而更好地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学生研学旅行课中的渗透效果。 

4.2.1. “解冻”阶段 
正如勒温所说：“只有当变革的动力被激发之后，变革才有可能真正发生”[11]。设计和组织研学课

程的主体应将当前研学旅行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团体活动参与度不高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位参加研学旅行的

中学生，使其充分意识到设立研学团队、将团体动力学理论运用于研学旅行课程及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

要性。这有利于改变学生之前将研学旅行课程和爱国主义教育视作“形式主义”的看法，促使其在思想

上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现其自身思想的“解冻”，为下一阶段思想的“改变”奠定基础。 

4.2.2. “改变”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团体凝聚力、团体目标以及团体氛围在团体动力学理论中的重要

作用，为爱国主义教育在研学旅行中的有效渗透提供帮助。例如，我们对参加研学旅行的学生划分好研

学团体后，选择一名领导力较强、群众关系融洽的学生作为研学团体的领导者。随后，我们设置好学习

爱国主义精神的相关任务和要求，作为该研学团体在本次研学旅行中的团体目标。而领导者作为研学团

体中最重要的角色，需要培育好自己所在团体的团体凝聚力和团队氛围，这就需要我们对每一个研学团

体的领导者进行“岗前培训”。最后，在研学旅行开展过程中，这名团体领导者需要随时监控好团体氛

围和团体凝聚力的情况、团体目标的达成度，对团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时地“纠偏”，促进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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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育在研学旅行中的有效开展，从而真正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 

4.2.3. “再冻结”阶段 
当团体动力学理论在研学旅行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后，我们应积极巩固完善这一

团体模式，以点带面，将这一经验进一步体系化、制度化，为后续研学旅行中开展高质量的爱国主义教

育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团体动力学这一理论模式进行及时的完善与调整，以适应

不同研学基地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最终形成范本价值。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而研学旅行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实践载体。

运用好学业情绪的“控制–价值理论”以及“团体动力学”理论，充分发挥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主

体地位，将能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立德树人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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