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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照5月26日讯 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为推动学
校研学旅行工作的科学落地
执行，促进中小学生的科学素
质培养，5月23日-24日，山东
省第四届中小学研学旅行高
端论坛在日照举行，多位专家
大咖莅临现场解读。全省中小
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和家委会
代表近300人相聚一堂，展开
了一场关于研学旅行的热烈讨
论。

本届论坛由日照市文化和
旅游局、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政
府、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主办，
日照市东港区文化和旅游局、
东港区教育和体育局等承办，
山东龙门崮景区、日照海洋公
园、日照1971研学营地、日照花
仙子景区、日照刘家湾赶海园
等景区和研学营地协办。

原教育部《基础教育课
程》执行主编、全国综合实践
活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贺斌
以《把世界当成学生的教科
书》为题目，围绕研学是什么、
为什么、学什么、怎么做四个
方面进行了阐述。海洋学者王
诗成以《将海洋经济强国建设
纳入研学旅行素质教育》为题
目进行了分享。

“研学课程开发的主体应
是学校的老师，课程目标、课程
评价同样重要。”中国教育学会
科学教育分会优秀教研员、济
南市市中区教体局小学科学教
研员郑会战以《三位一体，做好
科学研学》为题目进行了发言。

他表示，研学课程不是旅游+，
不是超前学习和换场学习，而
是学校课程的延伸，是达成深
度学习的有效途径。资深旅游
和教育媒体人温涛以“读书行
路：留下最美的青春记忆”为
主题进行了分享交流。

现场还发布了齐鲁晚报
“齐鲁未来星”最新精品研学
课程，包括科学类、文化艺术
类、海洋类等。这些课程是在
国家、省市教育部门研学旅行

政策的指导下，由专家学者共
同研发的。线路围绕小学、初
中、高中学生不同的年龄阶
段、心理生理特点、知识结构
和学习能力，为他们量身打
造，绝大多数都是独家研学课
程，具有较高的研学价值。本
届论坛同时也是首届日照(东
港)研学游产品推介会，五个
协办景区和研学营地也分别
进行了推介。

研学课程应该如何开发？

研学旅行过程中应该注意哪
些问题？24日上午，本届论
坛的分论坛举行，全省中小
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
者、研学营地代表，再一次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论坛
听了专家的讲座，很受启发。
分论坛，也与大家一起探讨了
如何设计研学旅行课程，怎
样 保 障 研 学 过 程 中 的 安 全
等。”济南市育贤小学教导
处副主任刘婷说。

多年来，齐鲁晚报一直致
力于推动中小学生在课堂之外
的探索实践。本届论坛前，齐鲁
晚报已成功举办了三届山东
省中小学研学旅行高端论坛。
去年启动的“齐鲁未来星”研
学游也全面开花，截至目前，
已研发60款不同主题、不同年
龄段的研学旅行课程，共组织
近60次研学活动，累计7000余
名师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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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四届中小学研学旅行高端论坛在日照举行

本报日照5月26日讯 山
东省第四届中小学研学旅行
高端论坛现场，山东龙门崮景
区、日照海洋公园、日照1971
研学营地、日照花仙子景区、
日照刘家湾赶海园获评齐鲁
晚报“齐鲁未来星”研学最佳
营地。

山东龙门崮风景区位于
日照市东港区三庄镇，有“鲁
南海滨第一崮”之美誉。景区
内湖光山色、风景怡人；原生
态资源丰富，历史传说众多，
是集旅游休闲、团队接待、研
学旅行、汇报演出等于一体的
休闲旅游的度假区。

日照海洋公园是世界上
独创的将海洋馆与花鸟园融
合的新型海洋公园，是世界
少有的将海洋、淡水动植物
和陆生动植物综合展示的主
题公园，还设置了银色风暴
喂食秀、美人鱼表演、人鲨共
舞表演等内容。日照1971研学

营地以滨海蓝色教育为主
题，规划建设了素质拓展区、
军事体验区、农耕体验区等
八大功能区及以“三生”教育
为主线的室内场馆20余个，着
力打造具有独有的建筑创意
教育营地。

日照花仙子风景区位于
日照市西湖镇，集智慧农业、
创意文化、休闲旅游为一体，
景区有千亩芝樱、油菜花、郁
金香等特色主题花海，以及
有中国花海第一漂、七彩旱
滑等体验项目，被誉为“齐鲁
赏花地，日照花仙子”。日照
刘家湾赶海园是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分为儿童体验区、艺
术海岸带、赶海奇趣世界(VR
体验馆)、星光营地等功能区；
知行研学馆、文创馆、赶海艺
术中心等一应俱全，已成为
集赶海体验、海洋科普、渔盐
文化、研学交流等于一体的国
内知名赶海乐园。

日照部分景区和研学营地

获评“齐鲁未来星”研学最佳营地原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执行主编、全国综合实践活动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贺斌做了论
坛主旨发言，他围绕研学是什
么、为什么、学什么、怎么做四
个方面的问题，就研学实践的
理念、策略、行动进行了阐述。

贺斌说，孔夫子周游列国
就是研学旅行最早的践行者，
因此山东也可以说是研学旅
行的发源地，具有丰富的研学
课程资源。为什么要开展研学
旅行？贺斌通过案例比较了中
国的孩子和日本的孩子在夏
令营中的不同表现，指出研学

旅行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在
未来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
据主动地位。

“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研

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贺斌认为，研学旅行应和
综合实践融为一体，研学旅行
课程强调直接经历与体验，注
重做中学，要注重突出学生的
参与性、互动性和生成性。

贺斌建议，研学旅行活动
前要“三会六备”，备问题、备
知识、备研学点、备主题、备线
路、备安全；活动中要“三看六
感”，用脑想、用眼看、用耳听、
用口述、用笔记、亲身做；活动
后“三评六展”，评先进团队、评
示范基地、评研学作品，展示交
流等。

研学专家贺斌：

研研学学旅旅行行应应和和综综合合实实践践融融为为一一体体

“开展海洋研学旅行大有
作为，意义重大。”海洋学者王
诗成在论坛现场就海洋主题
研学进行了阐释。

王诗成表示，海洋中蕴藏
着丰富的生物、能源、矿产等资
源，山东海域面积与陆域面积
相当，海洋资源丰度指数全国
第一。他以日照为例，日照拥有
着6000平方公里的海域，有吞
吐量超过4亿吨的沿海大港，还
是国家批准的全国沿海九个国
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因

此在开展海洋类研学旅行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

“开展海洋类研学旅行前

景广阔，作为一个资深海洋工
作者，我愿意为海洋类研学旅
行做贡献。”王诗成说，海洋研
学旅行对于学生学习海洋知
识、增强海洋科技意识等方面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把
研学旅行与普及海洋知识结
合起来，非常有必要。“研学旅
行是一个‘教育+旅游’的产
物，研学旅行的自然性、体验
性、课程性很重要。我认为，在
设计海洋主题研学课程时，要
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

海洋学者王诗成：

开开展展海海洋洋研研学学旅旅行行大大有有作作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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