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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自然、知识科普、文化体验、户

外探险、技能拓展……毫无疑问，长达2

个月的暑假是研学旅行的高峰期。7月

初，《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课程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指南》）出台，进一步

完善了浙江研学旅行规范管理机制，推

动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课程的规范化、专

业化发展。据记者调查，这个暑假省内

不少中小学校都组织了研学活动或者布

置了研学类暑假作业，提倡让学生们背

起行囊，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学生们暑期研学的体验如何？在

《指南》的指导下，“研学热”是否呈现新

态势？最近，本报记者走访了省内一些

中小学校和研学基地。

现状：研学需求日渐多元
“实地感受与课本知识的链接，是

我在研学过程中最珍贵的收获。”来自

绍兴市元培中学的学生钱逸轩说。刚

刚升入初三的他已经参加过10多次大

大小小的研学活动，尤其喜爱与历史文

化相关的项目。今年夏天，钱逸轩参加

了学校组织的考古研学活动，去往绍兴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考古工作现场

参观学习。在考古工作现场，他参观了

汉代墓葬，还目睹了工作人员提取文

物。当历史书上关于东汉那一章的知

识以文物的形式生动地出现在眼前时，

钱逸轩内心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这次

研学活动结束后，他打算将兴趣转化为

志向，“以后我要读考古学专业”。

对于钱逸轩的兴趣志向，母亲崔雁

丽莎很是支持：“他能在研学的过程中

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认为挺

有意义的。”如崔雁丽莎所言，作为“没

有围墙的学校”，研学越来越受到家长

的重视，他们希望通过研学达到寓教于

乐的效果，让孩子能在享受旅行时光的

同时获得学习体验、培养实践能力、激

发探索欲望、提升综合素养。因而，即

便学校、班级没有组织研学活动，不少

家长也会主动给孩子报名研学团或者

带孩子出去走走看看——某旅行网站

数据显示，暑期亲子研学类产品相关订

单同比增长了七成。

除了兴趣爱好，活动的主题和意义

是家长为孩子选择研学项目时考量的另

一项关键因素。绍兴市上虞区上德实验

小学在暑假期间组织了农耕主题的研学

活动，意在让学生了解现代农业科技和

传统农耕文化。家长余聪聪对此很支

持。她认为，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

很少能接触到农耕文化，这样的活动很

有意义，希望学校以后能多组织。

由于不少家长对研学活动的教育

意义有一定期待，除了在学校、教师的

指导下带领孩子进行研学体验，他们还

积极与学校、教师沟通，参与策划组织

工作，力图将积极的精神力量注入研学

活动。

宁波市实验小学208班在暑期开

展了“奥运：健康快乐”研学活动，班主

任付琼洁带领学生前往宁波市第二少

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参观和体验运动

员的训练生活。举办奥运主题研学活

动的主意就来自家长叶亚波。在叶亚

波看来，奥运会这一全球性的体育盛事

在8月举办，在此背景下组织运动主题

的研学活动能够更好地激励孩子们，让

他们感受运动员拼搏争先的精神。事

实上，在参观体验的过程中，运动员坚

韧不拔、刻苦踏实的精神确实深深地感

染了学生们。

对研学的主体——学生来说，面对

越来越多的研学活动，他们也渐渐不再

满足于“跟团走”，希望能有更多符合个

性需求的研学活动。平湖中学高二学生

张钦文就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

希望暑期研学活动能够征求学生的意

见，让学生参与设计行程路线、规划预

算，这不仅能使研学活动更对学生胃口，

也能有效提升学生的组织策划能力。

导向：带着问题真研实学
“研学为学生提供了情境式、启发

式、体验式学习的平台，有助于激发学

生的探索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高级中学团委书记

赵婷告诉记者，学校非常重视研学活

动，每年都会在暑假组织一次研学旅

行，面向全校学生开放报名。今年7月，

萧山三中组织了“新质生产力”研学观

察团，3天的研学之旅被划分为“探索人

工智能”“走近国之重器”“蓄满红色能

量”三大主题。

在图灵小镇和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

技术研究院，学生们沉浸在前沿科技成

果的视觉盛宴中，通过与科研人员的近

距离互动种下“科技强国梦”；在嘉兴市

秦山核电科技馆，学生们走近国之重器，

聚焦“人工智能应用”主题展开调研和分

享；最后一天，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南湖革

命纪念馆和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深受

革命精神的鼓舞……

在赵婷看来，研学旅行是具有旅行

要素、实践特征的校外教育，本质上是

一种教育行为。因此，早在暑假开始前

的2个月，她就和同事讨论起了本次研

学旅行的主题。在确定了“新质生产

力”这一主题之后，他们仔细研究了相

关文件，讨论出3个子主题，然后再去联

系相应的场馆。出发前，学校组织了学

生和家长的动员会，明确告知了研学行

程，并提前布置了调研课题，好让学生

真正做到“带着问题去研学”。令赵婷

感到欣慰的是，研学过程中，学生们以

小组为单位，借助问卷调查、查阅资料

等方式，完成了3份调查报告。

学校如何更好地兼顾“游”与“学”，

提升研学旅行的专业化程度？宁波市

实验小学校长陈岱表示，一方面学校要

坚持研学主题化，立足国情、域情、校

情、生情，因地制宜确定研学主题；另一

方面学校要坚持研学课程化，科学设计

课程目标、研学线路、实施环节和课程

评价等。

现代时尚的宁波市城市展览馆、庄

严神秘的海曙区古林消防救援站、趣味

十足的宁波牛奶集团工厂……今年暑

假，宁波市实验小学立足科技、环保、智

慧化办学特色，鼓励教师以班级或者

假日小队等形式组织研学旅行，深入

真实的社会场景开展实践活动，并且

把研学旅行课程纳入校本课程来统筹

考虑。《指南》发布之后，陈岱带着激动

的心情认真研究了文件的内容。他认

为，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指挥棒”

的作用：“有了这个官方的指导性文

件，学校开展研学活动就有了更明确

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流程，进一步推动

研学活动真研实学。”

保障：实践基地要规范专业
一到暑假，衢州市中小学素质教育

实践学校就格外热闹。7月9日，来自舟

山市第一初级中学的46名师生在这里

结束了为期5天的“南孔圣地·衢州有

礼”暑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制作衢州

特色美食水晶糕，了解衢州民俗和饮食

文化；前往孔氏南宗家庙、烂柯山研学基

地、江郎山研学基地、龙游石窟，充分领

略浙西自然风光的秀美和中国传统历史

文化的厚重……舟山学子在旅途中收获

了友谊、成长与感悟。

“研学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教育活

动，是根据教育性和目的性来安排和规

划的活动。”衢州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

学校校长苏建宏表示，作为文化教学的

补充、课程教学的延伸，研学实践必须

为学生文化知识的内化作贡献，同时提

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因此，

该校将所有教师按年级分组开展教研

备课活动，要求教师必须熟悉教材，按

照学科内容选择适龄的研学基地和综

合实践课程。为保障研学成效，学校还

为每一批次研学活动精心制作了研学

手册，能为学生提供“行前思”“行中研”

“行后悟”的引导，让学生在行前的知识

储备、行中的实践探究、行后的思考感

悟每个阶段都能有文化的汲取、知识的

摄入和能力的培养。

温州市学生实践学校这个暑假共

组织30批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有来

自全球200多所中小学校的24000多

人次参与。在该校负责人叶超程看来，

研学实践活动是真实情境下的“外”课

堂，安全是第一要务。“我们制定了完善

的消防安全预案、食品安全预案、突发

事件处置预案等，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叶超程说，“在设计研学旅行方案时，会

充分考虑每个环节的安全问题，做到学

生研学、导师先行，现场勘查每个研学

点。”为进一步保障学生安全，今年夏

天，学校还自主开发了“瓯越少年行”数

字化小程序，学生通过扫上车码、寝室

码、场所码实时定位，研学导师能实时

查阅学生位置，实现学生安全“数智之

行”和“数智管理”。

“与一般的旅游相比，研学旅行并

不是一场能说走就走的旅行，涉及课程

设置、时间安排、路线安排、安全保障等

因素。”绍兴市柯桥区青少年成长中心

主任李国权表示，一场成功的研学旅行

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有效衔接，

规范、专业的研学基地或营地在其中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了满足学生、家长对优质研学旅

行的需求，各地有关部门相继发布研学

旅行目的地和示范基地名单。

比如，绍兴市柯桥区就创建了区级

以上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营地34家，推

出红色教育游、康养休闲游、非遗传承

游、亲子科普游、香榧采摘游等10条富

有辨识度、地标性的特色研学线路，打

造“稽山科考”“越文化探究”等学工、学

农、学军精品课程近300门。

又比如，温州各地积极推出当地特

色研学游产品。永嘉县依托楠溪江自

然人文资源，打造“楠溪研学”品牌；平

阳县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做强红色研

学；苍南县重塑国家级矾文化研学基

地，打造山海文化特色研学等。全市

179个国家级、省级、市级的研学旅行基

地和营地在这个假期预约“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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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林 桦 李 晨

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威风凛凛进行

曲》、优美动人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

曲》、灵动的管乐重奏《木偶的步态

舞》……8月骄阳似火，宁波市海曙区高

桥镇中心小学的高见音乐中心里不时传

出动听的乐曲，这是学校高见交响乐团

正在进行暑期训练。

乐团指挥教师万富强介绍，乐团现

有编制成员65人，后备梯队成员200多

人，由于涉及弦乐、管乐、打击乐等20多

种不同的乐器，暑期训练按照不同声部、

不同层次分批次开展。

从小提琴班启航，扎根音乐20载
高桥镇中心小学虽是一所乡镇学

校，但这里的高见交响乐团是宁波市唯

一全编制的小学交响乐团。这样一支专

业的乐团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时间倒回至2005年。当时学校招聘

了一名小提琴专业出身的音乐教师——

史文博。高桥镇是梁祝故事的发源地。

为了传播本地文化，为学生搭建展示平

台，学校便提议让史文博组建一支小提

琴队，召集一些对小提琴感兴趣的学生，

练习小提琴曲《梁祝》。

学习乐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生

们在史文博的带领下，利用上学日的早

上、中午、晚上和周末的空闲时间，在学

校排练曲子。几年后，这支小提琴队的

表演获得了一致好评。于是，学校便有

意扩大队伍，从小提琴队发展到小提琴

班，每年从一年级新生中挑选音准好、对

音乐有兴趣的学生加入。

“为什么要学小提琴？这种音乐学

了有什么用？”“对升学有什么帮助？有

点浪费时间。”……学校地处乡镇，不少

家长不解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学习乐器

确实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学校会利用学

生在校的碎片化时间以及周末、寒暑假，

请专业老师来校教学，也会督促学生做

好乐器特长和日常学习之间的平衡。”史

文博耐心地一一向家长解释，消除他们

的顾虑。

在学校和教师的努力下，小提琴班

慢慢组建了起来；后来，又加入了中提

琴、大提琴等乐器，组成了弦乐队；再后

来，又融入了长笛、小号等管乐器，组成

了管弦乐队。

2020年10月，按专业交响乐团双管

编制模式组建的高见交响乐团正式“出

道”。目前，学校已组建20多个器乐专业

课程，共有音乐教师9人、外聘专业教师

30多人，逐步形成常态化和梯队化训练

模式，还自主开发了小学交响乐校本课

程“走进交响乐”，收录学校乐团演奏作

品进教材。

从音乐中心扬帆，做强艺术教育
2023年2月，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

高见音乐中心揭幕。这个音乐中心里，排

练厅、专业琴房、乐器库等一应俱全，同时

可以容纳500多名学生参与音乐教学活

动。每间音乐教室都装设专业的吸音板，

配备钢琴、电子白板、学生专用琴凳等硬

件设备，交响乐团排练室里还配备定音

鼓、马林巴、交响大鼓等专业乐团使用的

大件固定乐器。

“在这里排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情。”乐团成员表示，“我们以前训练的

场地没有经过隔音处理，合奏的时候会

有些混乱；现在在全新的场地演奏，我

感觉乐曲好像更动听了，学琴也更有动

力了。”

音乐中心的墙上展示了历届乐团的

成员以及他们如今的去向。有的成员考

入音乐学院附中，有的考入宁波青少年

交响乐团……校党支部书记严文若表

示，学习乐器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除了交响乐团，学校还有合唱团、口

风琴社团、弦乐团等，供热爱音乐的学生

找到自己的舞台。今年，学校聘请了上

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小提琴教育家丁

芷诺为名誉顾问，为乐团的发展出谋划

策。严文若说：“曾经，我们经历了乐团

从无到有的过程，接下来，希望能向从有

到强迈进。”

让“研学游”成为“研学优”
——浙江中小学生暑期研学旅行观察浙江中小学生暑期研学旅行观察

乡镇小学奏响一支“交响乐”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中心小学培育学生乐团

桐乡市北港小学：
“小梅花”亮相央视舞台

本报讯（通讯员 陈怡夏 俞潘贤）日前，桐乡

市北港小学小梅花越剧团的两名成员徐梓涵和张

冯熙，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少儿戏曲节

目《宝贝亮相吧》最新一季的录制。

越剧《梁祝》曾被赞誉为“戏曲改革的典范”，在

当年广泛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经典剧目的创排，对当

下的戏曲传承有着启示意义。录制现场，两名小演

员身着华丽的戏服，唱腔婉转悠扬，身段轻盈飘逸，

将《梁祝》选段演绎得淋漓尽致。“能去中央电视台

录制节目，我们既兴奋又激动。”两名小演员说。剧

团指导教师俞潘贤表示：“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把

越剧文化带给全国的小朋友，大家一起来关注越

剧，探索与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精彩演绎的背后

是北港学子对传统戏曲的热爱以及刻苦的练习。

北港小学于2013年4月正式授牌成立桐乡市少儿

戏曲培训基地，并创建小梅花越剧团。10多年来，

越剧团的多个节目参加国家级、省级小梅花大赛，

屡获佳绩，多名学生获评全国“小金桂奖”“小银桂

奖”等称号。学校还开设了越剧精品课程“童戏江

南越韵情”，积极探索“越剧+”德育实践，不断增进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喜爱，使其成为戏曲文化

的学习者、传承者、践行者。

衢州市衢江区安仁中心小学：
水稻田里“双抢”忙

本报讯（通讯员 雷湘熠）虽然还在假期中，但

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安仁中心小学的三分水稻试

验田里近来格外热闹。原来，试验田里的稻子已到

成熟季，学校组织了系列实践活动，安排学生体验

“双抢”。

经过前期指导，学生们已经了解了割稻子的动

作要领。收割当天，学生们通过抽签分组参加割稻

子比赛。只见他们弯腰弓背，手握镰刀，动作虽然

不够麻利但丝毫不减割稻子的兴致。收割完的稻

子需要用传统的脚踏打稻机脱粒。面对这种未曾

接触过的农具，学生们各个跃跃欲试。他们有的手

捧稻子，有的踩踏板，分工合作将稻穗脱粒。脱粒

后的稻子还要进行晾晒，经过5~7天晾晒脱水后才

能储存。

据了解，安仁中心小学从今年春天开启三分水

稻试验田劳动项目。插下秧苗后的3个月里，学生

们经历浇灌、拔草、施肥、除虫等劳作，沉浸式体验

农耕文化，感受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对农耕

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抢收”结束后，学校马

不停蹄地开展了“抢种”活动。这一次，学生们采取

播撒的方式种下种子，并做好成长记录，希望能在

收获时与插秧播种的收成进行对比研究。

视点第

杭州市北塘河小学：
学生“亲测”生活消费品

本报讯（通讯员 戚丹丹）“检测企业居然有粉

丝，还超过5200万。”近日，杭州市北塘河小学组织

学生来到本地一家检测服务机构开展研学活动，感

受科技力量，激发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

活动中，检测服务机构负责人先向学生们介绍

了该机构先后曝光包书皮、魔术擦、塑胶跑道、激素

面霜等多种有潜在风险的产品并促进该品类生产

安全标准的提高和市场监管的加强，使学生们对检

测工作有了初步认识。

而后，学生们参观了实验室。检验员带领大家

上手实操，鉴别了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小朋友接触

到的一些玩具、饮料、糖果。以常见的捏捏乐为例，

这些玩具做得越来越逼真，可是很多都含毒性成

分，很可能会被误食。学生们在检验员的带领下，

经过近距离感受和成分检验，更直观地了解其危

害。检验员还以橙汁为例，带领大家做了味觉实

验。学生们发现，同样都是橙汁，配料不同营养价

值也完全不一样。

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这次活动不仅

让他们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有了深入的理解，更在

心中种下了科学探索的种子，今后将加强科学知识

学习，勇于质疑并验证，远离有害物品，以科学知识

保护自己和家人。绍兴市上虞区上德实验小
学学生来到虞南农事服务中心
开展研学活动。（学校供图）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高级中学“新
质生产力”研学观察团来到浙江大学
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参观体验。

（学校供图）

前不久，2023—2024中国初中篮球联赛男子
组总决赛落下帷幕，临海市回浦实验中学拿下全国
总冠军。这也是该校男篮继去年之后，再度摘得全
国初中篮球联赛最高荣誉，同时打破了在这项赛事
上近10年无球队蝉联冠军的历史记录。

（本报通讯员 卢 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