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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学课程是课堂的一种延伸和拓展，便于将课堂的内容与实践活动有机充分地结合起来。本次研学活动

紧扣廉江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两大主题，包括丘陵农业特色文化与红色文化、红树林自然生态，水域自

然生态等，以人教版高中教材为理论基础，运用PBL与IBL两种学习理论，学科知识交互融合穿插整个研

学过程。通过本次研学活动，学生将深入了解廉江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提升实践技能，培育科研精神，

不断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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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course is an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classroom,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the 
organic and full combination of classroom content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This research activ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wo major themes of Lianjiang’s humanities, history and natural ecology, in-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07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070
https://www.hanspub.org/


陈金莲 等 
 

 

DOI: 10.12677/ae.2024.1461070 1258 教育进展 
 

cluding hilly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nd red culture, mangrove natural ecology, water 
natural ecology, etc., based on the high school textbook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version, using PBL 
and IBL two learning theories, and the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of subject knowledge interspersed with 
the entire research process. Through this research activity, students will have an in-depth under-
standing of the natural and human resources of Lianjiang,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skills,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geograph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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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版 2020 年修订)》中指人们在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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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等是地理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地理课程重要的学习

方式。“地理实践力”素养有助于提升人们的行动意识和行动能力，更好地在真实情境中观察和感悟地

理环境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增强社会责任感[1]。 
近几年来，国内研学旅行的热度呈指数式增长，研学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广东虽在研学旅行领域起

步略晚，但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强大的经济实力、丰富的自然及人文旅游资源

与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广东的研学旅行一起步即呈现爆发式发展。通过近几年的持续推进，研学旅行

逐渐受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认可，与其相关的行业规范也渐成雏形[2] [3]。在研学旅行发展迅猛的当下，

相关学校要将地理学科的教学要求融入研学中，寓教于乐，从而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2. 研究区域及资源概况 

廉江市位于广东省湛江市西北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为地理研学活动提供了学

习资源和有力保障。在自然资源方面，廉江拥有独特的地形地貌，山、海、湖、丘陵、平原兼备。廉江

高桥红树林湿地是广东省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之一，且有许多珍稀的动植物，如白鹭、中华鲟等，是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山水地理景观和海洋地理景观为一体，有利于同学们近距离了解国家生态文明方针，

提升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意识。廉江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是传统农业大县，气候环境、土壤肥沃、水

分充足，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最佳条件。近年来，我国每年都将“三农”工作放在前位，重视三农发

展。廉江特色农业品牌化发展是农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之路，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最有效的途径[4]。走进

廉江，将农业区位理论知识展现的活灵活现，学生可以剖析农业特色品牌品质优良的原因，熟悉打造特

色品牌的途径，深入了解电商发展历史和流程。 
在人文历史资源方面，近几年“非遗”浪潮大热，各地纷纷举行“非遗”文化艺术展演，宣传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5]。在人文景观方面，廉江具有醒狮、木偶戏和粤剧等特色文化，丰厚的人文底蕴有利

于增强学生人文情怀的熏陶。廉江的红色故事、“运河精神”和“保粮军”精神，能给学生传递革命思

想，让学生领会救国救民的伟志，学习革命先烈的精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使学生领略到以

“红色文化”为引擎，以“绿色生态”为依托，农旅融合的红色乡村振兴方式，增强乡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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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学方案设计 

1. 研学设计思路与对象分析 
本次研学活动围绕廉江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两大主题，包括丘陵农业特色文化与红色文化、红树林

自然生态，水域自然生态等，以人教版高中教材为理论基础，学科知识交互融合穿插整个研学过程，紧

扣地理核心素养，不断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PBL 与 IBL 两种学习理论贯穿整个研学过程。PBL (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是以问题为导

向，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能力，发展学生高级认知思维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积极作用[6]。而 IBL (Inquiry Based Learning)是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

IBL 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学生通过完成工程项目建构各自的知识体系，完成相应

的学习任务[7]。在活动设计过程中深度融合了两种理念，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侧重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本研学课程适用于高中学段，高中生随着身心的成熟，其心理已经具备自主性、前瞻性与社会性，

对其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知识上，要深刻剖析地理知识背后体系人地关系。 
2. 研学课程目标 
本次研学活动路线立足于学习研学课程要求，主要从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价值目标等三个方

面来构建本课程目标[8]： 
第一，知识目标：通过研学活动前的安全宣讲，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通过野

外观察，了解土壤构成和特点以及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含义和表现，认识植被演化的过程，了解植被

的形成，认识植被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查阅“廉江”相关资料，根据讲解以及实地考察，了解

“廉江”的红色革命历史、孝慈文化以及当地风土人情。 
第二，能力目标：学生自行收集有关“廉江”的资料，锻炼其信息收集的能力；通过野外考察、植

被识别、栽培果树、土壤实验等活动，培养学生的野外考察能力以及动手能力；通过举行研学旅行成果

展示活动，锻炼学生的合作能力，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交流能力、探究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第三，情感价值目标：通过参观龙湾区革命史陈列馆、慈孝文化城，了解红色革命文化以及当地民

俗文化，提高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和道德情操；野外考察高桥红树林湿地和鹤地水库，深入了解自然生

态旅游资源，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环境观。 
3. 研学前准备 
在研学活动开始前，活动带队教师和学生均需从知识储备、材料清单、安全知识三方面进行准备。 
知识储备方面，参加研学旅行的教师和学生需准备廉江市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历史相关资料，整理并

搜集红树林资料及土壤实验细则。教师编写研学手册并下发任务清单。 
材料清单方面，教师和学生都应准备与此次研学旅行主题相关的资料手册、研学手册、笔记本以及

研学旅行装备、生活用品、药物等，并领取活动工具。 
安全意识方面，教师提前合理规划路线，制定安全应急方案；提前了解研学旅行目的地的天气状况，

提醒学生注意安全问题和做好防晒准备。 
4. 研学内容设计 
此次研学的主题为“基于地理实践力的高中研学活动”，选择地理实践性强、研学资源典型丰富的

廉江市作为研学地点。在保证可行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设计为期 5 天的研学路线，并根据研学路线设

计安排了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及实践活动(见表 1)。 
广东湛江红树林湿地是中国最大面积的红树林自然分布区，约占全国红树林总面积的 33%。红树林

湿地是研究区特色研学资源，因此，除了上述活动内容，针对地理实践能力的实施，本次研学活动围绕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070


陈金莲 等 
 

 

DOI: 10.12677/ae.2024.1461070 1260 教育进展 
 

红树林主题精心设计了实验活动(3 个)和小组探究活动(2 个)。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Table 1. Arrangement of research content in Lianjiang City, Zhanjiang, Guangdong 
表 1. 广东湛江廉江市研学内容安排 

日期 活动内容安排 

第一天 考察河唇山祖嶂的地理环境以及红色革命基地以及村庄历史名人；观察鹤地银湖的地理特征，探讨其

形成原因。 

第二天 了解廉江田园寨田园综合景区的区域地理位置，考察该地区的气候与自然环境；认知生态环境的概念、

构成、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前往谢鞋山开展实践活动如下：① 果园采摘体验；② 采用四合仪分析谢

鞋山荔枝生长所需的气候条件；③ 谢鞋山相关的人文历史和荔枝的知识竞赛。 

第三天 前往平田济村体验电商直播，分析电商给乡村带来的改变；观看醒狮、木偶戏和粤剧，体验民俗文化；

参观中塘革命纪念馆和兴旺农业公司，感受红色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前往茗茶文化旅游区开展实践

活动如下：① 观测茶园地形和土壤剖面，完成实验数据填写；② 采茶、品茶体验。 

第四天 参观以鳄鱼油为亮点的护肤品及保健品加工厂；前往文秀岭农牧场，学习观光农业的概念、类型及特

点。以小组为单元调查牧场自然和人文资源；参观青平镇红江橙庄园，分析青平镇种植红江橙的自然

环境条件优势以及红橙产业给当地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 

第五天 游览安铺古镇，探讨古镇新时代发展机遇；前往高桥红树林保护区，了解保护区建设历史。开展实践

活动如下：① 利用四合仪记录当地的气象条件；② 小组协作完成红树林湿地土壤实验；③ 小组协作

栽种红树幼苗 2~3 棵。 
 

(1) 实验活动 
学生根据教师发放的《土壤实验指南》，以小组为单元(6 人为一小组)，采集红树林湿地土壤样品和

普通林地土壤样品各 100 g。通过实验对比观察两种土壤样品的物理性质特征、酸碱性和盐分差异，将得

到的结果填写在下面的红树林湿地土壤观察实验表中(见表 2)。通过实验使学生认识红树林湿地土壤具有

特殊的理化性质。 
 

Table 2. Soil observation experiment table of mangrove wetland 
表 2. 红树林湿地土壤观察实验表 

研究项目 红树林湿地土壤样品 普通林地土壤样品 

颜色   

结构   

粘性   

颗粒大小   

pH 值   

盐分含量   
 

【实验 1】土壤物理性质分析实验 
实验目的：从两种土壤的颜色、结构、粘性和颗粒粗细等物理性质，对比总结得出红树林湿地土壤

特征，初步了解红树林土壤形成的特殊环境； 
实验原理：土壤性质大致分为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生物性质。其中物理性质通常包括颜色、质地、

孔隙、结构、水分等； 
实验仪器：芒赛尔土色卡、放大镜、研钵； 
操作步骤：使用芒赛尔土色卡识别土壤颜色；使用放大镜观察土壤结构特征；使用研钵，捣碎或搅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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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土壤，观察其粘性和颗粒大小。 
【实验 2】土壤酸碱性实验 
实验目的：掌握土壤 pH 值测定技术，通过比较两种土壤 pH 值，认识红树林土壤具有酸性至强酸性

特点； 
实验原理：土壤 pH 值测定有酸度计法和比色法，以酸度计法较为准确，而比色法更简单快捷。由

于操作条件以及成本的限制，本实验采用比色法进行实验； 
实验仪器：pH 试纸、100 ml 烧杯、玻璃棒； 
操作步骤：分别称取红树林土壤和普通土壤各 10 g 放置小烧杯中，加入 50 mL 蒸馏水混合，摇动或

搅拌 2 分钟，使土壤中的可溶性物质溶解于水中；将 pH 试纸浸泡在土壤溶液中，等待片刻，使试纸充

分吸收样品；将 pH 试纸取出，对照试纸和 pH 色标进行比较，确定土壤溶液的酸碱度等级。 
注意事项：为了获得更准确的测量结果，应该进行多次测量，并取平均值；要在较密闭的环境中进

行测量。 
【实验 3】土壤盐分差异分析实验 
实验目的：掌握土壤盐度测定技术，通过比较两种土壤盐分含量，分析不同土壤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实验原理：电导法是一种测量溶液电导率的方法，通过测量电导率来确定液体中的离子浓度或溶液

中的溶质浓度，也可用于测量土壤、水体等中的盐分含量。其基本原理为：电导率与电解质浓度成正比，

即电解质浓度越高，电导率越大； 
实验仪器：电导仪、玻璃棒、磁力搅拌器、滤纸； 
操作步骤：分别称取红树林和普通林地土壤各 10 g 放置小烧杯中，加入 50 mL 蒸馏水，使用磁力搅

拌器搅拌 15 分钟；使用滤纸过滤土壤样品，收集滤液；取 100 mL 滤液，放入电导仪导电池中；测量导

电池中的电导率，记录数据；根据电导率与盐度的对应关系，计算出土壤样品的盐度。 
(2) 探究活动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及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特殊植被群落类型。为了适应潮间带周期性水淹、高盐、

缺氧等环境，红树林进化形成适应环境的特殊本领，如具有发达的根系、“胎生”现象和泌盐现象等。 
【探究 1】走进红树林，近距离观察红树植物根系特征，认识红树植物多种多样的根系类型；采集

红树植物叶片和普通林木叶片，对比得出红树植物叶片特征。通过实地考察认识红树植物特殊的生存本

领，进一步了解植物适应环境的策略和机制，增强学生对红树林湿地生态价值的认识，激发学生对红树

林的保护意识。将得到的结果填写在下面的红树植物特征观察表中(见表 3)。 
 

Table 3. Observation table of plant characteristics of mangrove forests 
表 3. 红树林植物特征观察表 

项目 红树植物 普通林木 

根系 

呼吸根   

支柱根   

板状根   

叶片 

腺体   

气孔   

绒毛   

反光   

种子生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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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2】利用四合仪，记录红树林湿地内的风速、光度、湿度、照度等气象条件，将得到的结果

填写在下面的红树林湿地气象观测记录表(见表 4)中。通过这个活动，使学生对红树林湿地生长环境有进

一步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处理的能力，提升科学素养。 
 

Table 4.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records of mangrove wetlands 
表 4. 红树林湿地气象观测记录表 

序号 时间 天气 地点 天气 湿度 温度 光度 照度 风速 

1          

2          

3          

4          

 
5. 研学评价 
本次研学旅行目标聚焦在提高学生地理实践能力，培育科研精神；同时增强团队合作能力、交流沟

通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人地协调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基于地理实践力”研学旅行活动评价包

括结果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研学旅行活动结束后，学生整理相关资料，小组合作完成实验报告，实验

报告作为结果性评价的依据；过程性评价主要包括活动过程中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和问题探究能力[9]。地理实践能力的发展是逐步累积的过程，研学旅行评价更侧重过程性

评价。 
此外，研学旅行活动评价的主体多元化，本次活动采用教师评价、组间评价、学生自评三种形式(见

表 5)。其中组间互评为小组与小组之间相互评分，小组平均得分即为个人得分[10]。 
 

Table 5. Evaluation form of research travel in Lianjia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表 5. 广东省廉江市研学旅行评价表 

评价内容 分值 学生 
自评 

组间 
互评 

教师 
评价 

过 
程 
性 
评 
价 

基本知识 能熟练运用地理知识、技能方法，迅速提出许多解释问题

的观点 
20    

创新能力 在活动中能提出有创造性的想法，并实现创新想法的价值 10    

研究能力 能发现关键问题，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及查阅资料构建答案

框架 
10    

信息素养 能熟练通过观察、查阅资料、访谈等手段获取信息并能进

行整理、分类及归纳 
10    

合作能力 在活动中积极分享观点和成果，贡献有效建议，推动组内

形成共享交流的氛围 
10    

结果性评价 

土壤物理性质分析实验 10    

土壤酸碱性实验 10    

土壤盐分差异分析实验 10    

红树植物特征根系素描图 10    

最终得分 
(学生自评 × 30% + 组间互评 × 30% + 教师评价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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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次研学活动方案设计紧扣广东省廉江市特色的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两大主题，以人教版高中地理

教材(2019 版)为理论基础，将国家生态文明方针与廉江市热带红树林自然生态、丘陵农业特色文化、红

色文化和海洋地理景观等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相结合；PBL 与 IBL 两种学习理念贯穿其中，聚焦地理

实践力核心素养的培养，设计自主调研项目，学科交互融合穿插整个研学过程；充分挖掘区域资源，针

对性设计特色的实验活动和探究活动。 
本次研学方案设计的主要的特点体现在，通过一系列动手操作项目，提升学生使用地理工具的熟练

程度，增强学生的地理实践力、团队合作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此外，融入红色思政元素，

使学生在了解研究区历史文化的同时，切身感受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培养学生爱国情感和科学的人地

协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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