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创新学生体验教育服

务内容，规范服务行为，让孩子们真正做到研学前有

兴趣，研学中有记录，研学后有总结。”日前，2017 年

合肥市两会的政协委员针对合肥市中小学研学旅行

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研学旅行要做到
有兴趣 有记录 有总结

“近年来，合肥市中小学都开展了研学旅行，

这是一项中小学生均受益的活动。研学旅行通过

生活实践、科普探究，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学

习兴趣和学习能力。但有的中小学在推进研学旅

行活动中，存在内容同质化高、深度挖掘不够、评

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来自民革合肥市委的政协

委员建议，应继续深化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研学旅

行试点工作，做到“国家提倡，地方试点，共同推

进，经验共享”。

学校要将研学旅行活动纳入日常教学计划，保

障研学旅行顺利推行。同时，希望相关部门出台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根据各阶段学生知识掌握情

况，创新学生体验教育服务内容，规范服务行为，让

孩子们真正做到研学前有兴趣，研学中有记录，研

学后有总结，充分发挥网络信息交流平台的作用，

让家长、老师及时了解学生状况、通过信息互通了

解孩子们的研学效果等。

研学旅行要有
实效性 针对性 教育性

该委员还提出，要挖掘研学旅行深度，提高承

办单位服务能力，提升教育功能。研学旅行活动要

有实效性、针对性和教育性，深层次挖掘研学旅行

的内涵，诸如开展红色革命之旅活动、落实蒲公英

行动计划活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活动、开展中国
梦实践活动、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等，这些活动应和校外活动中心及示范性综合基地
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研学的教育功能，
同时助推社会文明和谐发展。对承办单位进一步
规范，建立研学旅行服务标准，对参与研学旅行的
服务单位进行考核及监督，协同有关部门对承接研
学旅行活动的旅行社资质进行审核、备案。

同时要完善研学旅行评价体系。研学旅行必
须要有“研学”的实质内容，建议将研学活动纳入课
程改革，强化示范引领和自评、互评等反思教育的
引领作用，在活动过程中、在活动结束后，要求学生
自我评价、互相评价，总结反思活动的成败得失，让
自评互评的过程成为学生德育提升、能力增强的过
程。学校应将学生参与活动的情况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随着研学旅行评价体系的完善，希
望尽快纳入督导考核体系。

合肥市政协委员：

完善研学旅行评价体系，提升教育功能

朱涛是合肥五中政教处主任，每年负责
组织学生的研学旅行，可谓经验丰富。对
于研学旅行，朱涛非常看好，“研学旅行无
论对于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来说，
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生活在城市的孩
子，可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一次带学生
去徽州研学旅行，很多学生把小麦认成了
韭菜，这是很大的笑话。对于农村孩子来
说，可能很少有机会见识到一些高科技的
东西，去往城市大学、科技馆等地的一些研
学旅行则尤显必要。”

说起研学旅行中的收获，朱涛侃侃而
谈。“有些知识是在课堂上很难学到的，还有
些知识是日常生活中很少注意到的，但是在
研学旅行的过程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比
如经常带学生出去，我们会在车上讲授一些
安全知识，入住宾馆会做一些紧急逃生演练
等。有些学生住在宾馆，离开房间不知道锁
门，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随处乱放。有过
这种经历，这些问题才会暴露出来，这比在
学校课堂里对着书本说要保管好自己的贵
重物品都有用。把课堂搬到大自然，就会发
现处处都是知识。”

同时，朱涛也表现出对研学旅行的担
忧。“对于中学生来说，一般两三天的研学
旅行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但是现实生活中
在时间和内容上往往被‘大打折扣’。”朱涛
告诉记者，包括一些兄弟院校也反映，主要
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不敢在外多待；另一
方面，课堂上的教学任务，也成为缩短研学
旅行时间的主因，“这样下来，经常一天或
者不到两天就匆忙结束了，去掉来回在路
上的时间，真正能够研学的时间是非常短
暂的。”朱涛称，学校针对研学旅行印发了
研学手册，每次组织学生研学旅行都提前
备有应急预案，并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
尽管如此，安全问题仍是学校和家长最为
关心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难以放
开手脚去研学体验。 ▋记者 于彩丽

□声音

安全问题和教学任务
让研学游“打了折扣”

日本相当重视研学旅行，日本文部科学省
曾就研学旅行发布官方文件，对研学旅行中
的安全问题尤为重视。

文件称，在环境方面，要选择对学生有教
育意义的环境，在经费征收上，为不造成学生
过重的负担，一定要把收费降到最低，学生研
学旅行所带的衣物等也要减少到最轻，同时
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计划地存钱，以备
研学旅行时使用。

在安全保健卫生方面，也要特别考虑，出
行交通和所经路线等要经过事前调研，确保
安全，要求司机开车技术也要经得起检验。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在住宿时，要考虑万一
灾害来临，如何退避、救助，提前做好应急预
案。事故发生时，应当快速与医疗机构联系，
作出适当反应，减少伤害。在乘坐车、船时，
要严格定员，不准超载，避免学生长时间乘
车。事先了解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对身体
健康状况不太好的学生进行特别关心和注
意，研学旅行前要与目的地的保健所取得联
系，随行中要有一位养护教员或校医，在吃饭
饮水方面要格外注意，谨防食物中毒。

□他山之石

日本：随行中要有养护教员或校医

美国：研学内容丰富规范
美国研学旅行同样强调安全，政策对于辨别和评估活

动危险性、熟悉相关设施设备、确定学生医药需求、保障学
生安全方面都有相关规定，要求保证学生时刻有成年人监
护，对于处理紧急事件和受伤情况等也做出相关指导。

除了安全问题，美国在研学内容方面也有着明细的意见
指导。比如，规定水边研学包括两类，游泳类和划船类，划船
类活动有独木舟、皮划艇、赛艇、航海，户外教育类活动包括
攀岩、漂流、独木舟、滑雪、洞穴探险、野营和自然摄影，关于
动物的研学活动包括参观动物园、骑马等，野外或较远地方
的徒步远行和境外游学也有相关规范。 ▋于彩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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