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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嘉琪）近日，自治区教
育厅发布暑期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温馨
提示，对广大家长予以提醒。

当前，研学旅行已成为孩子节假日出行
的重要方式。但学生及家长要正确区分学
校组织的研学旅行活动和社会上打着“研
学”幌子的其他收费活动，慎重选择。对于
企业或社会机构自行组织的“研学营”等活
动，家长要注意查验组织方的相关资质，核
实研学机构的注册信息、业务范围等信息，
了解活动收费及具体课程等情况，注意甄别
虚假宣传，警惕收费陷阱。

同时，家长要关注研学机构的教师团
队是否具备相关的教育背景、从业资格和
教学经验，能否对学生进行有效指导和教
育、师生比例是否合理、活动期间是否全

程陪同等，防止“游而不学”。在此基础
上，要认真研判活动内容是否符合孩子实
际情况并签订正规的合同。同时，倡导
广大家长多陪伴孩子读书、锻炼，让孩
子更多感受到家人的陪伴。如果参
加社会上的活动项目，要切实为孩子
选择适合的、科学的活动，避免盲目
跟风。

家长要加强孩子安全教育和文明出
行教育，指导孩子熟悉必备的安全知
识，规避和远离危险区域和场所，知
晓应对突发情况的自我保护措施和
求助方式等。此外，家长要树立维权
意识，一旦遭遇研学“名不副实”的
情况，要保留好相关证据，维护自身
权益不受侵害。

研学旅行：在行万里路中读万卷书
近年来，研学旅行成为教育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新风口。作为将研究性学习、旅行、体验有机结合起来的校外教育活动，研学

旅行既是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和载体，也成为素质教育的新方式。然而，也有部分家长反映，在“研学热”的背后，
部分研学项目过于注重形式，忽视了教育的实质，让“行走的课堂”变了味。怎样将“行走的课堂”越做越好？如何激发起学生内心
深处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近日，记者采访部分学校和研学机构等，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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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94环！”7月11日下午，在银川市青少年
综合实践基地，体验光电射击的学生张旭峰兴奋
地说。

这是银川市唐徕中学宝湖校区今年开展的第三
次研学，面向初一全体学生，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进
行。旱地冰壶、光电射击、陶器制作、帐篷搭建、制作
鲁班锁，从 7时 30分到下午 5时，孩子们在这里度过
了特别的一天。

“瞄准靶心居然这么难。”“95式模拟光电射击枪
支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把泥巴捏成形也是件不
容易的事。”在光电射击和陶器制作课程中，学生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分享着感受。

“做鲁班锁虽然有误差，但是一定要保持在合理
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得有合理的余量，才能将鲁班
锁组装起来，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所用。”在制作鲁班
锁体验课程中，老师杨富荣提出了一个概念，引来了
同学们的赞同。

“我觉得研学最大的特点在于我们有了更加真
实的体验，可以自己动手参与活动。老师刚刚提出
的‘余量’让我觉得很新颖。再比如怎么去搭建一个
帐篷、什么地方适合去搭建帐篷，都是我在学校里的
课堂上学不到的，研学旅行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
点。”学生李孜伊说。学生潘琪认为：“这样的研学旅
行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平时比较内向的人，我可以在
这里通过合作组队的方式和不同班级的同学熟悉起
来，不仅能结交到朋友，还可以开阔眼界，锻炼动手

能力。”
作为每年承接大量研学的实践基地，银川市青

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设置了包含军事体验、劳动体
验、手工创意、科学探究在内的 272 门课程，可以
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学情进行精准的课程设计。
银川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外联部部长梁鹏说：“我
们希望秉承‘延伸学校教育、衔接社会教育、实施
素质教育’的服务理念，让更多青少年有知行合一

的体验，能将一些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同具体的生
活环境相结合，去认识花、认识树，也能亲手种植，
在这个过程中了解植物生长的变化，感受劳动所
能创造的价值。”

围绕着“弘扬科学家精神，做新时代追梦人”这
一主题，银川市唐徕中学宝湖校区在组织这场研学
活动之初，就结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及老师和家
长的意见对研学内容进行规划和选择。该校德育工
作处副主任杨杨说：“我们希望通过实践操作培养
学生科学探究的思维和能力，比如制作鲁班锁，
能够让他们体认鲁班锁各棱条榫卯吻合的结构
特点和制作工序，体验制作过程。既涉及理论
知识学习，也锻炼动手能力。通过这样的方式，希
望他们有更多元化的视野，增强创新意识，真正做
到全面发展。”

近年来，研学旅行成为教育和旅游深度融合的
新风口。在宁夏，贺兰山岩画景区、水洞沟景区、沙
湖生态旅游区、西夏陵博物馆、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领新耘智·3D打印创新基地等多家单位
被评为宁夏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当教育不
再局限于课堂，而是用脚步丈量世界，“研学基地”就
变身成为教科书。一天的体验结束，学生张喜喜说：

“我希望下次能到更多不同的地方研学，让我能更好
地了解家乡，体会到我所生长的地方的更多魅力，也
让我更好地理解实践出真知，探索更多未知领域，开
阔自己的眼界。”

近日，来自台湾 16 所高校的 23 名青年
组成的研学团队走进宁夏，探访“星星的故
乡”，感受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我没有想到宁夏3D打印技术已经这么
发达了。”台湾中正大学大二学生卢咏琦告
诉记者。7月 11日，台湾青年研学团走进宁
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享集
团），了解共享集团大型 3D打印机在铸造行
业的产业化应用。

2012 年共享集团成功研制出全球首台
超级砂型 3D打印设备，实现铸造 3D打印产
业化应用国内首创，设备出口日本、欧洲等
地，连续多年销量全球第一。

走进 3D打印文创展区，建筑装饰、市政
景观、人物雕像、地形沙盘等各种各样的 3D
打印文创产品立刻吸引了研学团成员的眼
球，“‘吃’进去的是粉末，‘吐’出来的就是各
种精美的文创产品。”台湾青年李情告诉记
者，看到这些 3D打印文创产品，她感到很惊
讶，“难以相信 3D打印技术居然可以打印出
这么精美的产品。”令李情更惊讶的是一座2米
高的凤凰雕像。“运用3D打印技术，这个凤凰
雕像我们只需要 10—15个小时就能制造完
成，不仅极大缩短了制作时间，也节约了成
本。”讲解员向研学团成员介绍。

走进智能厂房，AGV转运小车正在装运
生产好的设备，几名工人正在为即将出厂的
铸造 3D打印设备做最后的调试、装配，他们
只负责实时监控，大多数工作由机器完成。
在如此自动化、智能化的工厂里，具有世界
领先的铸造 3D 打印生产线，几乎见不到工
人，这给研学团成员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设
备如何打印出来？”“生产一件设备平均耗时多少呢？”随着
参观深入，3D打印背后的奥秘，被揭开谜底。

当讲解员说：“大家现在所处的这个工厂，是全球首座
万吨级铸造3D打印智能工厂，无吊车、无模型、无
重体力、无温差、无废砂及粉尘排放。”让从小就
对科技感兴趣的台湾青年王靖杰十分兴奋，他
说：“在宁夏能看到这么先进的打印技术，让我感
到很震撼。”

研学团成员围在讲解员身边纷纷询问，“产
品主要销往哪里？”“产值多少？”在宁夏生活了
5 年的台湾青年杨尚轩表示：“此次研学之旅，让
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在行走的课堂中如何读懂更大的世界？
或许是去贺兰山岩画景区探究一幅幅神秘岩
画，或许是去宁夏博物馆聆听一件件历史文物
的讲解，抑或是与隐匿于山水田园间的一草一
木对话，也可以走进宁夏科技馆，亲手搭建智
能机器人，体验现代科技的神奇。

研学作为实践学习的平台，不仅让孩子们
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环境，还可以通过亲
身体验加深对知识的了解，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培养其同理心及尊重多样性的情感，以及
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银川市青少年综合实
践基地的课程老师杨富荣感慨：“研学让孩子
们获得了很珍贵的体验，哪怕是简单的沙画、
编程体验，对于他们进行职业探索都很有意
义，孩子们或许可以从实践中探索出自己适合
做什么、喜欢做什么。”

然而，随着近年来研学热度不断上升，一
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当研究性学习与旅行
体验相结合，顾此失彼的情况就可能发生。
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完成既定的课程，成
为每一次研学必须面对的“课题”。“玩与学
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如何做到寓
教于‘游’，我们还在不断地探索之中。”银川
市唐徕中学宝湖校区德育工作处副主任杨
杨说。“对于我们来说，考虑到安全问题、经

费问题，常常会把研学的时间设计在一天以
内，这样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节奏快而导
致出现学生没法细嚼慢咽的情况。”

“下次研学我希望可以亲手组装一些LED
灯或者智能机器人。”“我想去感受一下不同的
职业，看看他们的工作环境。”“我想去外省或
者是更远的地方看看。”“我希望下次有更多在
户外的经历……”记者对银川市唐徕中学宝湖
校区的初一年级学生进行采访，得到的答案多

种多样，学生们有不同需求，如何精心设计研
学内容成为学校的难题。

“一想到研学，其实首先担心的是安全问
题，出行的交通安全、隐私安全，以及研学过
程中的人身安全，我们希望能带给孩子们良
好的研学体验，但是通常多人的研学旅游可
能需要更多的教师进行管理，要做好相当完
备的安全预案才行。”银川市二十一小教师
杨静说。

虽然研学的热度不断升温，但是对一些家
长来说，出于对安全问题的考虑和对研学的不
了解，可能不会支持孩子研学旅行。同时，研
学旅行的效果难以量化评估，需要有效的反馈
和评估机制来确保教育目标的实现。这些对
于学校来说也是需要平衡的难题。每逢寒暑
假，一些机构推出的“天价”出国出省游研学项
目也会逼退很多家长，让他们在孩子的渴望和
价格之间为难。杨杨认为，学校为了确保每一
次研学的顺利进行，会有长周期计划，准备周
密的活动方案和安全预案等，过程中也会及时
发布活动照片让家长放心，希望尽可能为学生
提供一场有意义的研学体验。在寒暑假时期，
建议家长根据教育部门的提示，理性、慎重
地选择适合孩子的项目，能够真正让孩子有所
收获，让研学游不止于“到此一游”。

让研学游走向“研学优”
本报记者 杨嘉琪

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世界
本报记者 陈 瑶 何婉蓉 文/图

“我看过电视剧《山海情》，今天在这里通过一张
张照片、一段段视频才体会到西海固移民搬迁前的
生活这么艰苦。”

“我们还看到了破旧不堪的窑洞、落后的农具，
对比一下才知道现在生活多么舒适。”

……
暑假前夕，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新貌展

示中心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研学团。宁夏军宏技工学
校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余梦瑶和张文娣跟随讲解员
梁通的脚步，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观
看，时不时发出感慨。

“原来闽宁镇从‘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发展得
这么快，是福建和宁夏携手的成果。”余梦瑶说，走出
校园、融入情境、体验生活，让她学到了知识、增长了
见识，明白了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近年来，“一头连着课堂，另一头连着广阔自然
与社会”的研学游颇受追捧。闽宁新貌展示中心作为
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也是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
史教育基地，今年年初被列为宁夏13条必打卡红色精
品研学线路中的重要一站，吸引不少研学团“打卡”。

“旺季我们每周会接到 6到 10批研学团队，主要
是来自银川市、石嘴山市的一些中小学生。”闽宁新

貌展示中心讲解员梁通介绍，同学们热衷于观看图
片以及视频资料，也对馆内的八宝茶、滩羊标本、学
生校服特别感兴趣。“馆里还有窑洞等年代比较久远
的陈设，当同学们把书本知识与现实体验相结合时，
教学就会变得鲜活而有温度。”梁通说，希望同学们
多来展示中心研学，用眼睛记录宁夏的改变、用脚步

追寻山海情缘，更加珍惜当下、茁壮成长。
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贺兰山岩画景区、西

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在宁夏，越来
越多的景点成为各学校开展研学活动的实践教育基
地。如何让这些“行走的课堂”活起来，让学生真正
在学与游中有所思、有所感、有所学、有所成？这也
是宁夏三十二天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岩松
近几年一直在积极探索的事。

从 2019年起，李岩松就积极对接区内各中小学
研学活动以及承接区外一些旅行社、教育机构的研
学活动，“宁夏旅游资源丰富，北京、上海、南京等地
的研学团都喜欢来，对他们来讲，宁夏的研学体验
感很好。”李岩松介绍，无论是在闽宁镇感悟脱贫
攻坚精神，还是在贺兰山观星以及在沙漠体验防沙
治沙，宁夏的研学之旅都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不一样
的“第二课堂”。

“我们的研学内容从 2019 年刚开始时更多以
观光旅游为主，迭代为如今的‘研学+’模式，如今
在宁夏任何一个研学基地，我们都会融入研学课
程，让学生在探究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培养能
力、在积累中收获成长，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
世界。”李岩松说。

研学基地变身教科书
本报记者 杨嘉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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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教育厅对暑期研学旅行发出温馨提示：

注意甄别虚假宣传注意甄别虚假宣传 警惕收费陷阱警惕收费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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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娣对旧式农具很好奇。

学生体验陶器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