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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的，是文化
长兴实小开发

“走读长兴”毕业研学课程

□本报通讯员 范新萍

从6月初开始，一直到7月3日，长兴县实验小

学9个毕业班陆续开展了9场毕业走读研学活动。

400多名学生先后自主选择体验了长兴茶艺、长兴

农事、长兴美食、长兴古桥、长兴环境、长兴人防等

研学课程，以大自然为课堂，以小组团队合作方式

开展课题研究。

玩中学习 趣为先
最重要的是学习方式的转变
603班学生沈灿雨和小伙伴一起，选择了“寻

找最美家乡河”的小课题。

“我们想比较长兴‘五水共治’前后河流环

境的不同。”沈灿雨说，大家忙着上网查找相关

数据资料，还特意利用双休日到乡村与村里的

老人交谈，“经过对比，我们发现长兴的水质确

实在逐年好转。我们小组在走读过程中不断有

新发现……”

“我们不会给学生标准答案，期望学生在走读

过程中不断激发和生成新问题，并能寻找解决问题

的方法。”班主任王淑英如是说。

如有的学生在走读中发现长兴处处有桥：有现

代化的百叶龙大桥，亦有不少古色古香的老桥，如

夹浦有鼎甲桥、兴隆桥、蒋埠桥，下箬有乌云桥、盛

家桥、道德桥，洪桥有濂溪桥、聚龙桥，横山有震泽

桥等。学生们就主动去寻访古桥，在寻访研读中发

现古桥之美。

“原来，每座古桥背后都有长兴历史名人的身

影。”学生张笑涵就和小组成员一起发现古桥独特

的人文蕴意，挖掘当地的风俗特色。“我们探寻长兴

古桥的前世今生，点赞长兴先贤捐资造桥的义举。”

在走读研学中，学生李秋韵和同伴们都更深刻地懂

得对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重要意义。

“毕业走读研学活动回来，孩子仍津津乐道，继

续查找资料，和小伙伴们热烈交流长兴古桥。”张笑

涵的妈妈非常赞赏这样的学习状态，“这是平时我

们家长带出去旅行无法让孩子收获的。”

课程设计 预则立
研学绝不是“到此一游”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旁人看来不过是

一场毕业走读研学活动，各班家委会却花上了一学

期的时间去准备。

“家委会委托的校外机构在路线规划、地方资

源、安全管理上有自己的优势。”教师钱新成认为，

如何凸显核心课程设计，结合毕业学生学情，还需

要教师团队的介入。针对前期设计偏重游玩、研学

程度浅的短板，教师团队提出凸显长兴、生态、毕

业、文明四大关键元素，为毕业走读研学活动注入

活力。

为突出“长兴元素”，教师团队特意增加了百叶

龙、紫笋茶、农事节庆等富有地方风情项目的文化

体验。在“紫笋茶”项目上，教师们精心设计了茶的

起源、茶圣陆羽、茶的诗情画意、茶的鉴赏、茶的礼

仪、茶道表演等内容，并通过一连串的任务预设，让

学生们在考察、调查、探究、操作等一系列活动中体

验、感受茶文化。

“最后一项活动是难度较大的‘闯关解密’，这

样的活动挑战多多，不仅能引领我们更好地了解茶

文化，而且在游戏中激发了我们的自我挑战精神和

团队合作意识。”学生吴亦然说。

传递“长兴精神” 我们在行动
毕业班孩子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走读研学，收获的不仅有教与学的转变，还

有为毕业班学生延续的“长兴文脉”、传递的“长

兴精神”。

“课程设计之初，我们一直在思考能为毕业班

的孩子留下什么？”六年级各班班主任与家委会为

此多次开展“头脑风暴”，有意识地选择“野外拓展”

“文化访谈”等项目，期望学生们在与自然的接触

中，在与文化的对话中，感悟未来自己的人生之路。

“合作、应变加坚持才能胜利，只有永不放弃，

做到最后，才能成功！”学生张思颖从“撕名牌”活动

中感悟到教师的用意。

“孩子们在走读研学活动中真的长大了。”班主

任毕燕娇负责检查篝火晚会营地，发现活动结束后

现场被学生们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月草莓甜，二月红梅赞，三月桃花开，四月

茶叶香，五月樱桃熟，六月杨梅醉，七月蜜梨挂，八

月葡萄串，九月开捕忙，十月银杏黄，十一月蟹黄

肥，腊月湖羊鲜。”如今，学生们对长兴农事、节庆了

然于心。“更可喜的是走读研学活动后，孩子们更了

解到节庆丰收背后的艰辛。”黎谊民说。

学生高鑫源、谈佳宁这样写道：“斯圻杨梅个大

色沉，酸甜多汁，当年乾隆爷金口玉言赞它‘好一个

水晶珍果’。然而美味的背后，是梅农们日复一日

的辛苦：施肥、打理、采摘、销售，就像打仗一样。大

家且吃且珍惜吧！”

“毕业走读研学活动回来后，发现孩子自理能

力强了，环保意识强了，开口闭口都是俺长兴好！”

吴亦然的妈妈感到特别欣慰。

□本报记者 黄莉萍

离7月10日出发日越来越近，宁波市第四

中学教师骆海军变得越发忙碌。“学生们也很忙，

忙着做团队建设，做前期的课题研究。”骆海军带

领学生开展研学旅行已有7年。一次次的出发

与回归，这个行走的多功能复合课程的不断开

发，让他带领学生行进的步伐愈发坚定和厚重。

“2016 年，我们接待的学生达 65.71 万人

次。除了来自周边地区，连北京等较远地方的学

生也来绍兴研学旅行。”令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

这位负责人开心的是，今年暑假伊始，亲子研学

旅行又开启了“火爆”模式。

亲子研学旅行假期“开挂”
2016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委出台了《关

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正式将试点几年的研学旅行在全国大面积

铺开。

不少旅游界人士都把这份《意见》称为“天上

掉馅饼”，砸火了一个至少有1亿中小学生的研

学旅行市场。

而实际上，随着教育观念的改变，家长对研

学旅行的需求正是这个市场爆发的真正原因。

“现在的80后甚至更年轻的家长，心态更加开放，

都愿意花钱用课堂之外的形式丰富孩子的成长

经历。”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黄建明介绍，近

年来，由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的夏令营活动中，

不少属于研学旅行的活动就特别受学生、家长的

欢迎，“这是校外教育在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但

我们体量有限，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对于市场，黄建明认为，家长将研学旅行的

“任务”交给机构，是对旅游有了更高要求，“家长

不再满足于看山、看水、看景点，而是希望孩子能

够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在行程中收

获更多”。

2016年，国家旅游局公布的首批10个“中

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中，绍兴市入围。同时，

该市的三味书屋、鲁迅故里还被命名为首批“全

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景区到处都有青少年学生的身影。一问，

回答几乎如出一辙——‘研学旅行’。”前不久，山

东省潍坊综合保税区实

验学校教师李汝霞到绍

兴学习，慕名到百草园

和三味书屋参观，很快

就感受到了研学旅行市

场的炙热。

为抢占暑期研学游

市场，绍兴市旅游部门

针对亲子游市场需求，

开发了绍兴古城研学

游，以鲁迅故里为核心，

辐射到兰亭、大禹陵、名

人故居、沈园等景区。

更重要的是，研学游更

注重让家长与孩子通过

景物与课本、活动相结

合的方式，寓教于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在寒暑假带着

孩子出行。而学校布置的假期作业中，不少也会

有旅行这一项。”一位小学教师告诉记者，每学期

开学，几乎每个班级都会开展假期旅行分享活

动，“因为要和同学们分享，孩子们的旅行也逐渐

有了研学的成分”。

“研学旅行不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黄建明

认为，没有研学课程设计，没有同伴一起的集体

生活，更没有研学导师在研学旅行过程中帮助进

行知识的梳理和转化，这样的亲子游，称不上完

全意义上的研学旅行。

学校研学旅行有点“静悄悄”
前不久，记者遭遇了一次“史上最无人响应”

的话题征集。

主题自然是暑期学校研学旅行。没有学校

回应。

“暑期里，几乎没有什么学校愿意去‘没事找

事’。”一位校长这样告诉记者。

而《意见》要求，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有计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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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逐步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

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的

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

“不光是暑期，学期中开展的研学旅行，说难

听点，有些学校也是让原本就有的春秋游、综合

实践活动换上研学旅行的名目。”这位校长认为，

不是学校想“浑水摸鱼”，而是内容只能重复。

“中小学阶段，最有意愿开展研学旅行的应

该是小学。”黄建明认为，《意见》中对各学段研

学旅行地域的要求过于“低配”，建议各地教育

部门制定细则时适当放宽，“在经济发达、教育

领先的浙江省，平时春秋游、综合实践活动常涉

及的乡土乡情，并不能满足小学生的研学旅行

需求”。

同时，表面上看只是学校组织的校外学习活

动的研学旅行，实则涉及交通运输、旅游、公安、

财务等多个部门。

“如果各部门之间协调不畅，保障机制不完

善，仅靠学校‘孤军奋战’，研学旅行就只能停留

在文件上。”一位校长认为，这只会使原本就顾忌

出游学生人身安全的学校更趋于保守。

学校研学旅行课程有什么不一样
宁波四中开展研学旅行已有些年头了。

2011年，宁波四中独创了“文化行走”课程

模式。学校每年安排2~3次外出文化考察的

“行走课程”任务，坚持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自

然、走进社会。

“我们将研学旅行课程化。”骆海军是该校第

一次研学旅行“楚文化行走”的带队教师，也是今

年“敦煌文化行走”的课程开发教师。

宁波四中的研学旅行会有明确的研究任

务。出发前，导师团队会集中学生和家长，开展

预备课堂，对目的地的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进

行专题讲座，布置研究性课题。这些课题是多学

科教师针对考察地实际量身打造的。如今年的

“敦煌文化行走”课程，骆海军和同事们就布置了

“青海湖面积变化及其影响机制研究”“长城在中

国历史地位的演变”“西域边塞诗的自然环境印

迹探究”等近20个课堂探究主题，“学生们可根

据喜好挑两三个课题，自由组队一路探究”。

行程中并不追求大量知名景区，而是特别挖

掘利于课题项目开展的地点。在“楚文化行走”

中，骆海军就曾带着学生们走进荒无人烟、牛羊

遍野的楚国故都废墟，听当地农民、地方志专家

的精彩分析。每到一个考察地，相关带队教师带

领学生或背诵经典名篇，或学唱地方民歌，或分

析历史事件，或勘察地理环境。

每一次“文化行走”，学生们必进当地高校，

听高校教师的专题文化讲座。“‘敦煌文化行走’，

我们要带学生们进入兰州大学，不仅参观分子生

态实验室、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室等国家重点实

验室，还会听高校专家讲《‘一带一路’与甘肃》和

《敦煌文化与华夏文明》两个讲座。”骆海军告诉

记者，在兰州大学，他和同事还会给学生带来“一

带一路”“区域环境差异”“余秋雨散文”等的专题

课程。

与研学旅行过程的多彩相映衬的是，每次研

学旅行进程中和后期，学生陆续提交的考察日

志、考察体会、调研报告等丰富成果。“我们坚持

对这些研学作业进行认真的评判、修改、整理。”

该校教科室主任王洪见告诉记者，目前已正式出

版两部学生成果，“还有三本在整理修订中，成熟

一本出一本”。

6年来，宁波四中学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今年，该校将参与研学旅行的范围从一个实验班

拓展到了全校学生。“这个暑假有三条线路，学生

可自愿选择。”王洪见告诉记者，在尊重学生选择

权的同时，学校也通过一次次的前期课堂、测试，

将一部分把研学旅行只当旅行而不进行前期研

学的学生“请”出了队伍。

“研学旅行，要真正发挥研学的作用。”骆海

军告诉记者，一位合格的研学旅行带队教师，必

须要开发设计教材，制订安全预案，策划运作体

系，与校外多部门对接。“这是一个多功能的复合

课堂。每开发一次行走课程，是对教师知识素

养、能力水平和意志品质的极大挑战。”骆海军

说，个中的付出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但更是

值得的”。

研学旅行的“热捧”与“冷遇”
学校研学旅行课程亟待开发

□本报通讯员 顾松灿

“我们的孩子都出生在偏远山村，质朴得就

像山里面的树根。树根经过雕琢，能够成为众人

喜爱的艺术品；孩子们经过培养，也必将能够散

发最耀眼的光芒！”日前，在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

清潭小学微而精的校园里，校长李烨挺兴奋地讲

述着根雕作为校本育人课程的由来。

清潭小学地处上虞虞南山区，三面环山，与

相邻的嵊州市只一溪之隔。如何提升这样一所

典型的边远农村完小的办学质量，形成有地域特

色的校本课程，让山区孩子也能和城里孩子一样

享受优质教育，一直是历任校长最上心的事情。

从无到有，引进来的方法
在一次校长交流学习的活动中，时任清潭小

学校长魏则祥感触颇深：“城区学校基础设施完

善，师资力量雄厚，课改步子迈得很快。山区学

校起步迟，条件相对落后，但我们的孩子也应该

享受到新课改的成果！”一些城区学校的改革经

验和前任校长魏仲江的建议，使得一幅关于根雕

的课改蓝图在魏则祥的脑海中逐渐勾勒出来。

确定了课改方向后，魏则祥积极向城区学校

讨教经验，并结合学校实际制定了课程方案。结

合学生年龄及认知特点，分别确定各年级的主要

研究目标：一至三年级主要是了解根雕历史，初

步感知根雕艺术；四年级开始学习根雕的采集和

初步整理等；五年级开始根雕的加工和制作；六

年级着力于根雕的精细加工、命名和鉴赏。最

终，以根雕为核心的校本课程逐渐开发成型。

从有到强，专起来的技术
2015年10月，新任校长李烨挺到任不久，

清潭小学就遇到了根雕课程无人可教的尴尬处

境：热爱根雕的退休教师陈百海因身体原因离开

了学校，刚刚成型的校本课程可能会因为没人教

就这么“夭折”了。急坏了的李烨挺在媒体上发

出了“寻找一名根雕老师”的启事。

绍兴文理学院美术专业出身的宿老师、嵊州

专业从事根雕创作的赵师傅……一批专业人士

看到这则启事后，都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帮忙，而

且都表示“不为钱，只希望跟孩子们一起把这个

手艺传承下去”。

上虞某企业总经理施建新听到这个消息后，

表示愿意无偿来为学生上课。最终，他成了学校

的校外根雕辅导员。这位总经理虽一直与水泥、

混凝土打交道，却是绍兴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

上虞四星级民间艺术人才，从事根雕创作已有

20余年。施建新上课幽默风趣，又能结合生活

实际，深受学生喜爱。在他的带领下，学生对根

雕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经常有优秀作品出

现。清潭小学的根雕校本课程也从有到强，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强到精，走出去的艺术
渐渐地，家长和学生对学校的根雕课程赞誉

有加。

清潭小学的根雕校本课程有了些名气之后，

引起了章镇镇乡贤、绍兴一家公司董事长郑华东的

重视。他向清潭小学捐资助学110万元，用于装饰

和布置“和美”根雕馆，并添置了各类教学仪器、设

施设备。这一把助力，为清潭小学根雕校本课程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在，乡村学生可以

在宽敞明亮的根雕室进行创作，创作出的优秀作

品还可以陈列在根雕展览馆中。这所乡村小学的

根雕校本课程，也渐渐成了清潭镇的一张名片。

如今，“和美”根雕馆馆藏400多件根雕作

品，最长的有5米多，最小的只几厘米高。其中

有4件作品被上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收

藏。10多年来，学校先后获得绍兴市特色学校、

上虞区科普教育先进学校、上虞区园区建设先进

集体等多项与根雕实践活动有关的集体荣誉，学

校“根雕技艺”被列为绍兴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根雕基地被列为上虞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基地和上虞区“谢晋文化奖”文化基

地，学生根雕作品在全国、省、市等各级比赛中共

获奖200多人次——这就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山

区完小创造出的高度。

三位校长，寄情一门“根雕”课程

图为图为20122012年师生参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时的场景年师生参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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