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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中地理新课程标准改革的深化，地理实践力的培养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一步。为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文章依托信阳市丰富的乡土地理资源，深入挖掘信阳地域特色的研学资源优势，为

高中生打造了“品信阳山水茶韵，探豫南美丽乡村”的研学旅行方案，旨在以旅行为过程、学习为目的，

用学生的亲身体验来获取知识，践行地理实践力的培养要求，以期为研学旅行建设提供一种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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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the 
cultivation of geographical practice has become a key step in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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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relied on the rich native geography resources of Xinyang City, explored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tudy resources of Xinyang City, and created a native study trip pro-
gram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Taste Xinyang’s Landscape and Tea Rhythm, Explore the Beauti-
ful Countryside in Southern Henan”. The program aims to provide a kind of design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trip by using travel as the process and learning as the purpose, to realize the 
requirement of using students’ personal experienc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of geo-
graphical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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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学旅行作为一种理性知识与情感体验有机结合的新教育形式，能够帮助学生搭建自身理论知识体

系和现实生活场域的联系[1]，是撬动素质教育的杠杆和实施新课程改革的突破口之一[2]。随着时代发展，

乡土旅行的内涵已不再拘泥于脱离城市喧嚣、享受田园美景，而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丰富的人文理念

与教育价值。 
信阳，别称申城，位于河南省最南部，是区分我国南北两方的标志性城市，素有“北国江南”之美

誉，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名录，是名副其实的山水茶都、居住的理想之城。其乡村旅游资源

非常丰富，不仅有小桥流水的淳朴农家风光、茶产品等农作物交相辉映的乡村新景态，还有乡野与现代

结合的美丽乡村建设新发展，更有依托绿色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协调发展的乡村旅游新模式[3]。 
近年来，为了提高中学生的地理实践力，中学教育阶段也开始重视野外实践研学[4]。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挖掘信阳地域特色的研学资源优势，本文针对性地设计了以“品

信阳山水茶韵，探豫南美丽乡村”为主题的研学旅行方案，旨在利用丰富的乡土资源，促进学生在研学

旅行活动中自我成长。 

2. 乡土研学旅行规划 

2.1. 研学目标 

高中地理课程标准明确了基础地理课程要培养现代公民必备的地理核心素养，提升地理学科方面的

品格和关键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5]。本次研学旅行将信阳市的悠久茶叶文化、古老神话传说、美丽

乡村建设等联系起来，通过一系列地理场景的变换与地理问题的解决，将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结合。具

有乡土特色的教学实践活动更能激发学生猎奇心理，践行地理实践力的基本要求。研学旅行作为课堂教

学活动内容的延伸，不仅可以磨炼学生心性、修炼学生品格，更有助于促进地理核心素养的形成、深化

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 

2.2. 线路规划和日程安排 

经过研学旅行设计团队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在充分考虑研学旅行路线的合理性与通达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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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生身心发展条件，设计了为期三天的研学旅行活动方案：第一天的研学地点为车云山村和睡仙桥

村，旨在让学生在山水之间感悟乡土之美；第二天的研学地点为西河大湾古村落和鄂豫皖苏区革命首府

博物馆，希望可以让学生明白我们的家乡也曾是一片“红色”的原野；第三天的研学地点为郝堂村，将

学生们带到现代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区，一同见证“最美乡村”的名片。具体的日程安排详见表 1。 
 

Table 1. Study trip schedule of “Taste Xinyang’s Landscape and Tea Rhythm, Explore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South-
ern Henan” 
表 1.“品信阳山水茶韵，探豫南美丽乡村”研学旅行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行程安排 

第一天上午 7:00 南湖酒店用餐 

7:30 集合上车 

8:20 在车云山茶场讲解茶叶知识、开展采茶体验活动 

11:40 在车云茶社午餐、午休 

第一天下午 13:30 学习和体验制茶工艺 

15:00 集合上车 

15:40 到达睡仙桥村，领略神话传说 

16:30 茶旅体验馆了解茶的发展历史，观看茶艺表演 

18:00 集合上车 

18:30 南湖酒店用餐 

第二天上午 7:00 南湖酒店用餐 

7:30 集合上车 

10:00 到达西河大湾古村落，了解古村传统民居构造 

12:00 在西河农家乐午餐、午休 

第二天下午 13:30 集合上车 

14:10 到达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讲解“新县梦·英雄梦”的历史沿革 

16:30 集合上车 

19:00 南湖酒店用餐 

第三天上午 7:00 南湖酒店用餐 

7:30 集合上车 

8:10 到达郝堂村，了解荷花的生长习性与美丽乡村建设 

11:30 在郝堂村土菜馆午餐、午休 

第三天下午 13:30 参观郝堂村内生态环保项目 

15:00 集合上车 

15:40 到达信阳师范学院，开展研学旅行经验交流 

2.3. 前期准备 

1) 做好研学活动动员工作：在研学活动开展之前，向学生介绍此次研学活动涉及的地点、路线以及

时间安排，帮助学生解答相关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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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做好研学活动分组工作：班级内部完成组队，每队八人左右，男女分配合理。选出一位组长，负

责清点人数、收取研学成果等任务。 
3) 做好研学活动任务布置工作：布置给学生一系列本次研学旅行中拟学习的任务，让学生提前做好

资料搜集准备，增强学生的自主探索意识。 
4) 做好研学活动安全工作：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向学生明确研学旅行的安全问题，与学生签订“外

出文明与安全承诺书”。 

3. 教学环节与教学内容 

研学旅行的教学环节设计要环环相扣、详略安排得当，其中教学内容必须要以学生的认知结构为基

础。因此，在充分考虑学生身心发展阶段的基础上，针对本次研学旅行的主题，设计了七个教学环节，

并对教学内容进行全面开展。 

3.1. 研学旅行情况介绍 

教学地点：研学旅行途中。 
教师活动：核实学生到齐情况，将学生分好小组；说明本次研学旅行的时间与路线安排，强调研学

旅行途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学生活动：明确自己所处的小组，认真听取注意事项。 
教育意义：提前介绍研学旅行地点，有助于满足学生的猎奇心理。通过小组划分的形式，培养学生

的责任感。 

3.2. 车云山茶场：登高景艳八方，毛尖茗香四海 

教学地点：车云山茶场。 
教师活动：介绍车云山的自然地理位置，多角度分析适宜毛尖生长的自然条件。带领学生观察茶树

及山上其他植物的形态特征。组织学生观看茶叶制作流程。 
学生活动：归纳车云山的地理位置、毛尖生长的自然条件，记录茶树的形态特征，积极向茶户请教

茶叶采摘与制茶工艺，体验制茶过程。 
教育意义：地方性研学旅行基地要体现当地的地域特色[6]，带领学生来到茶园，置身于大自然感受

信阳乡土别样的美，亲身体验采茶、制茶的辛勤与愉悦。学生不仅通过实践学到知识，更有助于践行劳

动最光荣的精神。 

3.3. 睡仙桥村：畅谈神话传说，品鉴茶韵悠悠 

教学地点：睡仙桥村。 
教师活动：介绍睡仙桥村的历史与传说故事，带领学生参观茶旅体验馆，观看茶艺表演。 
学生活动：观察睡仙桥的历史痕迹，了解茶叶发展的历史，参观茶展厅，观看茶文化表演，学习茶

具的使用。 
教育意义：睡仙桥村古老的神话传说，能够激起学生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心理。通过对茶文化的学习

与茶艺表演的观赏，有助于培养学生高雅的情趣，促进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4. 西河大湾古村落：领略古村旖旎，共叙自然魅力 

教学地点：西河大湾古村落。 
教师活动：简述西河大湾古村落的历史，带领学生参观焕公祠和传统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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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对古村落的历史文物保持敬意，观察传统民居的形态与布局。 
教育意义：学生在古村落里学习，用双手去触碰历史、感悟历史，有利于学生树立保护文物、珍爱

历史的自觉感。依靠古村落传统文化的教化作用，促进新农村文明建设，通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古

村真正地活着。 

3.5.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传承红色圣火，共建绿色家园 

教学地点：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教师活动：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介绍“新县梦•英雄梦”的历史沿革。 
学生活动：在博物馆内保持安静与敬畏，深刻体会革命英雄的伟大，认真参观博物馆内每个展厅。 
教育意义：在本次研学旅行设计中，到新县革命老区学习，就是要告诉学生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

红色的旗帜。同时借助“新县梦•英雄梦”的发展征程，增强学生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意识。 

3.6. 郝堂村：览山水荷花情，谱乡村新建设 

教学地点：郝堂村。 
教师活动：介绍郝堂村的历史，讲解荷花的生长特性，带领学生们参观生态建设项目，分析郝堂村

成为中国最美乡村的原因。 
学生活动：访问当地住户新农村建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归纳郝堂村为了新农村建设

付出了什么努力，分析其他村落该如何借鉴郝堂村的生态建设模式。 
教育意义：郝堂村生态建设工程是响应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用旅游带动经济是当前农村发

展的新趋势。郝堂村更美丽、更富足、更好地传承了豫南乡村文化[7]，学生看到郝堂村从一个小村落变

成了中国最美乡村，这不仅见证着家乡的逐渐强大，更提升了学生家国一体的认知。同时，郝堂村的多

处建设都是借地取材的环保项目，十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生态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 

3.7. 研学旅行总结交流 

教学地点：信阳师范学院教二 T3 教室。 
教师活动：教师对此次的研学旅行情况进行总结，点评学生的表现，邀请学生分享自己的研学感悟，

最后说明研学实验报告的撰写内容及具体要求。 
学生活动：积极分享自己在研学旅行中的收获，指出自己在此次活动中产生的不足之处。整合所学

知识，对研学旅行的实施提出建议。 
教育意义：总结并不是结束，总结活动有助于梳理地理研学旅行组织与设计、学生参与收获等方面

的经验[8]；撰写研学报告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材料整合与写作能力，对学生进行关键能力的培养；回顾研

学旅行途中所学知识与趣事，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 

4. 成果评估 

开展地理研学旅行活动可以通过真实的情境促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

识有机结合[9]。为了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历程及其发展潜力，本次研学旅行设计以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的

基本理念为指导，以评估目标、评估主体和评估方式多元化为准则，力求对本次研学旅行的开展效果进

行全方位评估。 

4.1. 评估目标多元化 

新课标提倡评估目标的多元化，在本次研学旅行过程中，主要从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合作互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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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探索反思能力、地理实践能力、生态文明能力、纪律服从能力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估。 

4.2. 评估主体多元化 

传统的教师单一评估模式已不再适合学生素质发展的要求。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评估活动

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在新课程标准的主张下需要不同角色的人成为评估主体。教师应建立更加开放的评

估环境，通过引导学生自评、组织学生互评、改进教师评估三大方面进行，在保证真实性的条件下实现

评估主体的多元化。 

4.3. 评估方式多元化 

本次研学旅行评估关注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的结合。研学活动结束后，以小组为单位，采用课件

展示的形式介绍自己拍摄的精美图片、学习日志与活动反思等内容。教师通过制定研学评估的多元目

标，结合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等多种方式，对学生的表现以及汇报进行打分。具体评估表格如

表 2 所示，各类评估者按照百分制进行打分，取各项能力的平均分，按其所占比重确定最终评估等级，

最终评估等级分为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合格(60~69 分)和不合格(60 分

以下)五级。 
 

Table 2. Evaluation table of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rip activities 
表 2. 研学活动成果评估表 

被评估学生姓名： 

评估者  
能力 学生本人 同组同学 他组同学 教师评价 平均分 

知识掌握能力      

合作互助能力      

探究反思能力      

地理实践能力      

生态文明能力      

纪律服从能力      

注：研学活动最终评估等级(各项能力的得分取其平均分)：(知识掌握能力 + 合作互助能力 + 探究反思能力 + 地理

实践能力) × 20% + (生态文明能力 + 纪律服从能力) × 10%。 

5. 结语 

研学旅行活动可有效地为学生搭建知、情、意、行协调发展的良好框架，推动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在地理教学中，研学旅行是衔接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的有效教学方式之一，是带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良

好方式，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次研学旅行设计以信阳市的乡村旅游为主题，将乡土

资源融入课本知识中，带领学生了解乡土地理别样的美。在研学旅行过程中，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团队协

作的能力、求真务实的精神、家国一体的情怀，更在解决问题、探索新知中促成地理实践力的深度发展，

培养地理学习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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