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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研学游 兼顾学与乐
创新形式让孩子“在路上”开阔视野涵养情怀

青大附中学子在西昌卫星发射场研学游。

在青岛科技大学研学基地，孩子们探索学习各项大学创新课程。

离开父母
学会面对陌生世界

“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打开视野，增加见识，一路下来还能学到课堂
上没有的知识。”青岛大学附属中学初一学生
晓迪告诉记者。6月底，她和青大附中“中国
力量”红色研学游的200多名青少年跨过了汹
涌澎湃的大渡河，穿过了惊心动魄的泸定桥，
翻越了连绵不绝的大凉山，走进了向往已久
的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回想起这次研学
游行程，晓迪表示：“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
出远门，不仅收获满满，而且学会了面对陌生
的世界。”

穿越蜿蜒的山谷，投入大凉山的怀抱，当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字样映入眼帘，同学
们都欢呼雀跃。“西昌卫星发射场，我们来
啦！”从酒泉卫星发射场到太原卫星发射场，
从文昌卫星发射场到西昌卫星发射场，“转场
的是一个个崛起的现代化航天港，不变的却
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份被梦想点燃的激情！”几
位亲临现场的学生兴奋地说。

“青大附中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
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我是发射场01号指
挥员尹相原。”列队在蓝白相间的发射塔架
下，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员用“倒计时”
般的语调欢迎青大附中师生的到来时，大家
被深深地吸引了。01 号指挥员是亲手按下
红色发射按钮的工作人员，作为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的01号指挥员，伴随着镇定自若、浑
厚有力的发射口令，尹相原已经亲手将近百
颗卫星送入了太空。

在他的引领下，青大附中的 200 多名学
子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工位，走进
了实体火箭总装厂房。“这是长征三号实体火
箭，它的长度是44米，一二级直径是3.35米，
推力是300吨……长三系列火箭战功赫赫，
它可是名副其实的‘金牌火箭’！”从火箭前期
测试到后期星箭总装，从火箭燃料加注再到

点火发射，整套复杂的火箭卫星发射流程在
学子们面前徐徐展开……

面对如此难得一见的场面，平日性格内
向的晓迪被深深吸引，主动打开了话匣子，让
同学和老师们重新认识自己。“以前，我根本
不知道怎么和同学聊天，通过这次研学之旅，
有机会见识从未见过的场景，仿佛打开了我
面对新事物的探索大门，让我和同学之间有
了更多话题，不知不觉地也变得开朗起来。”
研学游中，遇到困难同学相互帮助，大家一起
努力攻克难关，在一段段旅程中，不仅能增加
同学之间的友谊，也能让意志力得到磨炼。

父母放手
发现孩子无限潜力

走进大学校园，体验大学生活，接受科创
教育，随着暑假到来，几支中小学研学团队陆
续走进青科大研学基地。在无人机课堂，通
过研学导师的讲解，同学们系统了解了无人
机分类、基础构造等，并进行了模拟飞机训
练，完美完成了穿越、避障等简单任务。同学
们还通过动手实践，组装完成橡皮筋动力航
模飞机，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培养了逻辑
思维能力。有趣的课堂实验让孩子们接触到
空气动力学和物理学知识，激发孩子们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

在元宇宙课堂，一系列精彩的课程极大
地激发了同学们探索宇宙星空的热情，充分
点燃了同学们的科技梦想，让大家深入了解
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深刻认识到科
技是未来发展之需。另外，同学们还体验了
沙画艺术，转瞬即逝的效果让大家叹为观
止。活动结束后，大家穿上学士服，戴上学士
帽，成为一名“小小大学生”。

“女儿回家一直跟我聊到半夜还不睡，不
仅有所见所闻，还有研学过程中的收获，有快
乐也有苦恼。她说自己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了
管理自己，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帮助。”在此
次研学活动中，陈雯雯的妈妈感触颇深，以前
她不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出去参加集体项
目，直到这次到青岛科技大学研学体验，她才
惊喜地发现，原来孩子已经悄悄长大。“不是
孩子离不开家长，是家长离不开孩子。”陈雯
雯的妈妈说，当她看到老师用视频记录的女
儿小小的身影、好奇的眼神，以及和同学们一
起全神贯注投入学习的状态，她百感交集，“家
长应该学会主动放手，孩子的潜力才能被激
发出来。”

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共
同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意见》，正式定义研学旅行是由
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
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
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
合的校外教育活动，并明确提出将
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游学能长见识、炼意志、养诗
情，并为学生实现自己的远大理
想和抱负作铺垫。同时，也能帮
助学生展示自我，广交朋友，博闻
强识，得到他人的赏识。研学旅
行与游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
在组织形式、活动体验等方面又
比游学更胜一筹。研学旅行的目
的比游学更为明确，就是立德树
人，培养人才。由此可见，“学”与

“游”并不是难以兼容，而是有它
们共生的意义，走出认识误区，有
利于“游”与“学”的平衡。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刘
海英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研学游是学校深化德育课程体系
建设、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
途径。学校用科学家精神引领学

生的未来，在研学前对课程进行设
计，今年围绕着“红色”主题，开展了

“探寻红色印记，传承红色基因”的
研学活动，200多名学生走进酒泉、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在研学课程内容上，学校准备
得很充分。既让同学们认真聆听来
自东风中学党委书记周尚霞精心准
备的现场版“爱国主义教育”课程，
又安排他们坐在“神舟”发布大厅，
与卫星发射中心的航天人、著名军
旅作家张立新一起互动交流，听航
天人讲述“两弹一星”自力更生的故
事，感悟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的突破
与创新。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实
施爱国爱党情感教育等实践活动。
除此之外，同学们还在敦煌动手修
复壁画，在玉门关进行赛诗会，饱览
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切身感受课
本中诗词的意境，寻访历史文化的
印记，增强了文化自信。

此外，刘海英认为，研学游将拓
宽并推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导
学生主动适应社会，促进书本知识
和生活经验的深度融合，“学”“游”
并重才是研学游的应有之义。

大漠观星、戈壁探秘、名校访学……随
着暑假开始，研学旅行也随之升温。近年
来，脱胎于夏令营、冬令营，逐渐走俏的研
学游已成旅游市场快速“起飞”的方式之
一。当前，研学旅行产业有哪些新形态？
其“目标客群”——青少年乃至学龄前的儿
童们，是否能通过研学行程，真正实现寓教
于乐？一趟行程除了独自出行的考验，孩
子还有什么样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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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游应做到“学”与“游”并重

观点

研学游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活动，培养动手动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