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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年11月30日，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正式将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

划。《意见》中明确指出：“根据小学、初中、高中不

同学段特点，逐步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

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的研学

旅行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发自然类、历史类、地理类、

科技类、人文类、体验类等多种类型的活动课程。”[1]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课程内容中

新增了“跨学科主题学习”一项，其是指基于学生的基

础、体验和兴趣，围绕某一研究主题，以地理课程内容

为主干，运用并整合其他课程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开展

综合学习的一种教学方式。[2]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

展，对人才的要求也由传统单一型向现代复合型转变。

新时代复合型人才是指能够综合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信息素养、全球意识的人才，这种复合型人才是当

今社会人才培养的大趋势，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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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跨学科主题课程的兴起。此外，按照新一轮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培养要求，将培养学生个人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作为必须品格和关键能力。为落实核心素养培育

目标，一方面要继续遵循学科为本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

路径，另一方面要建构跨学科学习课程，培养学生的关

键能力和综合素养。黑井古镇的研学资源丰富，其原始

的地理风貌和保存完整的历史底蕴，能够满足开发跨学

科研学课程资源的要求。在研学课程设计和教学活动实

施时要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引导学生关注区域可持续发展，进而培养家国情怀

和世界眼光，达到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水平和高阶综合思

维能力的目标。[3]

二、黑井古镇概况

素有“明清盐文化博物馆”和“明清社会活化

石”之称的黑井古镇因盐而盛，封建中央政权在此建提

举制，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中原文化、地方文化和

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多元文化体系，这为黑井古镇留下了

丰富且不可复制的宝贵历史遗迹。黑井的历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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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宗教以及饮食文化不管在云南还是整个中国都是

独树一帜的存在。[4]黑井古镇于1995年成为省级历史文

化名镇；2005年荣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称号，知

名度不断提高；2021年被评为省级特色小镇，风貌特色

进一步彰显。交通、住宿、餐饮、文化保护、遗产活化

等方面的逐步完善，为黑井古镇开展跨学科主题的研学

旅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同时，当地的物质基础也

能够满足整个研学教育的实施条件（见表1）。

表1 黑井古镇跨学科研学基础概况表

基础类型 研学基础概况

交通基础

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市西北部，距省会昆明市200

千米；成昆铁路、永广铁路复线自南向北穿境而

过，交通便捷

自然基础
依山傍江，“两山夹川”（凤山、玉壁山和龙川

江），山川、溪流交相辉映

人文基础
拥有民居、庙宇、牌坊等建筑和文物古迹，文物保

护单位达27处，历史纹脉清晰

三、基于项目式学习理论的研学资源开发思路

1. PBL 理论特点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 PBL）

是指学习过程围绕某个具体的学习项目，学生通过自主

学习、合作探究等方式主动发现及解决问题，以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增强综合思维水平、形成合作探究意识的

教学模式。项目式学习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小组合

作学习，要求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进行探究。

项目式学习主要有六大特点（见图1），通常以现实生

活中的一个驱动性问题来组织和激发学习活动。项目

式学习关注多学科交叉的知识，学习过程中运用多种认

知工具和信息资源辅助学习，强调学习活动中的合作意

识，有一个或一系列最终作品，最后产生一定的社会效

益。其流程分为选定项目、制定计划、活动探究、作品

制作、成果交流和活动评价等六个基本步骤。[5]

图1 项目式学习的特点与流程

2. 确定教学目标

研学活动前，研学导师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拟定

一份针对性强的研学计划安排。研学目标上，首先需要

梳理学生在知识、方法以及情感等方面的目标，确定学

生在研学活动开展后能有所收获；其次，需要添加有关

项目式学习的特征和步骤，包括问题展现、工具方法、

合作交流以及结果呈现等方面，以此推进项目式研学活

动有序展开（见表2）。

表2 黑井古镇研学教学目标

维度展现 主要内容

知识与技能 说出黑井古镇的自然环境特征和社会环境发展的基本情况，并运用现代工具简单分析其形成过程

过程与方法 通过小组合作、实地考察和教师指导，解释黑井古镇研学地的地理现象和历史问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形成问题意识，增强学习兴趣，养成探究的习惯，培养爱国情怀

3. 挖掘研学资源

跨学科主题研学以某一主题切入，条理清楚地整

合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这样的研学方式以聚焦学生的

综合能力发展为原则。跨学科主题研学与单纯的多学科

研学相比，更注重学科边界淡化和综合性思维方式，探

索过程以团队合作、互助探讨为主。此外，跨学科主题

研学能够基于特定主题，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调用各学

科思维，有效地解决问题，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并在

探究的过程中全面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

养。[6]

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和问题分析能力为基础，笔

者梳理出黑井古镇研学教学目标，整合黑井古镇可利用

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设计“史地融合·见微知著”跨

学科PBL研学单（见表3）。本次研学以溯源黑井、生

态黑井、文化黑井以及交融黑井为主线，包括盐源谷、

古盐坊、龙川江、文庙、五马桥等研学点。学生通过探

究研学点背后的地理特征和历史文化，从自然环境、社

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去观察和思考其中的影响因素和意 

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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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黑井古镇学科融合式PBL研学学生评价量表

评价要素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教师评价

（50%）

组员评价

（25%）

自主评价

（25%）
分值

思维逻辑

20%

能够深刻了解黑井古镇的

发展特点和历史印迹，对

其形成原因有较为清晰的

逻辑结构

逻辑清晰、思考深刻（20-16分）

逻辑清楚、思考平常（15-11分）

逻辑一般、思考浅层（10分及以下）

合作实践

30%

实地调查、访谈调研的过

程中，能够有效推动调研

开展，并在小组研讨中提

出较为深刻的见解

合作意识强、工作效率高（30-21分）

合作意识一般，主动配合调研工作开展

（20-11分）

基本完成调研任务（10分及以下）

成果展现

50%

研学旅行资料整理齐全，

能够以较高标准完成有关

黑井古镇形成发展的小作

文；所提交黑井古镇历史

风貌作品形式新颖、内容

深刻（如为古镇拟定宣传

的标语简洁大方、朗朗上

口）

小作文行文深刻、作品内涵丰富、标语简

洁大方（50-41分）

小作文行文流畅、作品内涵突出、标语简

单易懂（40-31分）

小作文结构一般、作品内涵平淡、标语较

为清晰（30-21分）

小作文内容散乱、作品内涵浅显、标语繁

杂（20分及以下）

表3 黑井古镇“史地融合·见微知著”PBL研学单

研学主线 驱动型问题 研学点 学科领域

溯源黑井
黑井的由来以及盐对黑

井产生的影响

盐源谷

古盐坊
人文地理、历史

生态黑井

黑井的自然环境如何、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

系

龙川江

七星台

庆安堤

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

文化黑井
黑井的文化氛围如何、

其在建筑上有无表现
文庙 人文地理、历史

交融黑井
处在深山中的黑井如何

同外界进行交流

盐马古道

五马桥

成昆铁路

人文地理、历史

表4 跨学科学习主题的研学活动设计

时间（参考） 地点 活动开展 任务 研学意义

9:00-10:00
五马桥

广场
开班仪式

1.熟读安全防控教育知识读本，记录心得，积极

举手提问，参与互动

2.全员进行自我介绍

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10:30-11:30
盐源谷

古盐坊

参观古盐坊

体验制盐

1.实地探访盐源谷

2.在教师的带领下体验小锅制盐和盐工艺品制作

1.让学生了解盐的产生及其相关性质

2.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激发学生兴趣

13:30-15:00

龙川江

七星台

庆安堤

观察龙川江

登临七星台

探访庆安堤

1.实地感受黑井的自然生态环境，普及黑井古镇

地理区位和资源优势

2.探讨交流自己课前所了解的黑井古镇

1.让学生感受黑井古镇绿意生机和森林

覆盖，俯瞰深山古镇

2.让学生了解历史遗存里的文化底蕴

15:10-16:00

盐马古道

五马桥

成昆铁路

参观盐马古道和

五马桥

瞻仰成昆铁路

1.研学导师带领参观并讲解相关历史内涵

2.做好笔记，结束参观后准备回答提问

1.知悉古道发展的相关站点

2.让学生体会三线建设的伟大与不易

16:00-18:00
文庙

飞来寺

参观文庙

攀登飞来寺

1.研学导师讲解黑井文庙历史

2.集体攀登飞来寺

1.让学生认识孔庙建筑的主要特征

2. 锻炼学生身体素质

四、研学教学活动设计

本文依据《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设计以黑井古镇物质环境为现实基础的跨学科学习的遗

产型古镇研学旅行线路。以教学性为根本原则，线路设

计和研学点位的选择突出了遗产型古镇的特色。学生在

研学导师的带领下，通过实地参观和亲身体验等环节，

高效高质认知黑井古镇研学资源中的学科知识，增强学

习能力（见表4）。

五、PBL模式下研学课程评价设计

为了对研学活动的有效开展进行评价研究，笔者

设计了评价量表（见表5）。项目式研学课程评价采用

过程性和表现性结合的评价方法，从思维逻辑、合作实

践、成果展现三方面设置评价内容。为增强评价的客观

性和科学性，评价采用多主体的方法，主体包括教师、

小组成员和学生本人。[8]最后根据PBL研学评价结果检

验和判断研学目标、研学线路设计、研学过程实施等环

节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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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遗产型古镇研学旅行可以让学生实地感知中国历

史文化传承与演变的过程。依托古镇建设的研学基地还

有许多需要改进的部分。尤其是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框架

下开展的研学课程设计，需要参考《义务教育地理课程

标准（2022年版）》在课程内容方面的要求。同时，要

将民族优秀文化精神融入到研学过程当中，让学生在研

学旅行中增强民族自信。

对于学生来说，具备良好的史地实践力，有利于

其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养成终生学习的习

惯。黑井古镇自然条件独特，历史底蕴深厚，其极富特

色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利于开展地理研学活动。对黑

井古镇项目式研学资源进行挖掘和激活，并基于特定主

题，融合地理课程的要素和属性，以新颖、交叉、溯源

为活动特色，利于进一步助推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研学旅

行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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