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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改革全面推进和发展背景下,要想更好的推进基础教育目标的发展,对学生核心素养进行提升,就要加强对学生教育体系的构

建。特别是对中小学生而言,更应该加强多样化和综合化训练,这对于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也将起到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研学旅行是目前校园教

育的有效补充,这项教育工作的内容较为丰富,具备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优势性作用,是当前中小学教育阶段的新课程,意在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

提升。但是当前对这一教学教学方法的认知有限,为此本文就将对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的价值进行信息研究,希望对相关实施对策的提出,为教

学质量的全面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 中小学；研学旅行；价值 

 

在2016年,我国教育部门等相关部门提出的相关意见中明确提出,中

小学研学旅行是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安排的一项教育工作,中小学

在实际教育工作中要切实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展开研究,从而将研学旅行工

作融合在学校教育工作中,保证学生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统筹发展,实

现研学旅行和学校教育课程的有效融合。基于此,本文就将对中小学研学

旅行课程的价值和实施对策展开研究,进一步分析这项教育工作的重要作

用,从而为我国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提供必要帮助和指导。 

1 开展研学旅行课程的重要性 

1.1是教学方针提出的重要要求 

2018年9月10日,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进行了重要讲话,会议中

提出要对加强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才进行有效培养。在这

一过程中还特别提出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有效实现了对教育内涵的丰富,

这一教育理念也被称为新教育方针。其实这一理念的提出并不是对传统教

育的回归,而是在近几十年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实际研究下得出的重要结论,

更是我国发展中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手段
[1]
。劳动教育的开展不能仅仅局限

在学校,应该积极组织学生走出校园,亲近大自然,甚至去到车间、田园进

行体验,这种教育方式不仅仅是研习和实践,同时也是劳动教育落实的重

要手段。 

1.2是学生拓展视野的重要手段 

在会议中习近平书记明确提出,教育工作的开展要在增长见识上努力,

从而引导和教育学生珍惜学习的时间,在丰富自身学识的基础上,不断寻

求真理,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在教育工作中,对知识的传承虽然重要,但

是怎样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更为关键
[2]
。要想帮助学生实现见识的增长,课

堂教育十分重要,但我们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育,还应该让学生走出

校门,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研学旅行就是对目前校园教育中的

不足进行补充,通过对学生的引领,可以帮助学生更有效的融合在自然环

境中,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将知识更好的付诸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

生实现思想意识的稳定创新。 

1.3践行知行合一的重要要求 

我国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历史内涵尤为丰富。无论是孔子创办的

儒学还是发展到近代社会的曾国藩、陶行知等文化名人,在教育理念上都

在积极倡导知行合一。十八大召开之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

逐渐成为了新时期的重点研究课程
[3]
。知指的就是学生在课堂中学习的知

识,同时应该将其不断记忆在内心的知识。行指的就是实现主观意识和可

管理年的融合。在研学旅行的过程中,通过学生对课内知识和课外知识的

充分融合,学生也能在自然和实践过程中不断实现对知识的巩固,在确保

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有效实现课堂知识的合理应用。 

2 对研学旅行进行拓展创新的方式和手段 

2.1按照研学旅行的原则进行主题教育 

研学旅行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教育性、公益性、实践

性、融合性和安全性原则。研学旅行并不是组织学生进行单出的旅游、玩

乐,而是一项有着较强严肃性的主题教育活动,因此在研学旅行活动开展

中,要切实体现出教育性特点,这也要求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加强对以下内

容的关注：首先,情景再现式
[4]
。对于关系到中小学教材中的内容,应该确

保书本内外的联系,在校园内外的合作过程中,实现情景再现的教育。比如

在对学生进行《岳阳楼记》的教育过程中,教师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

书本中描述的恢弘壮阔,可以带领学生到相关的博物馆或是历史地点进行

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更真实的感受到作者的创作心境和报国热情,

从而借助范仲淹的勤奋好学、家训教育等故事,对学生进行情景再现,实现

对教育教学内容的有效拓展。 

2.2创新发展式 

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学校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教材内容或是时事政治,

而是应该加强对其他教育场所的长信和发展,利用这些场所对学生开展研

学旅行活动,在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还应该保证对知识教育性和学生兴

趣的融合。 

学校在开展研学旅行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因地制宜问题的分析,从而

在教育过程中更好的发挥地区优势,帮助和引导学生走出校园,更好的了

解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在教育体验过程中收获很多的知识
[5]
。在这一过程

中,教师要为学生创造更大的发挥空间,让学生在充满仪式感的活动中更

好的感知和体会,为实践性生成教育的开展提供有效帮助,只有切实提升

书本知识的有效性,才能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更为全面和有效的能

力, 终实现教育融合,推进研学旅行教育工作的稳定开展。 

2.3探究研学旅行的模范工作流程 

所谓模范工作流程,就是需要在开展研学旅行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对以

下问题的开展：(1)要保证选择的目的地具备教育性优势,对于不具备教育

性优势的地方不进行选择。(2)要明确一个可以突出时代性和新时代发展

要求的人才培养目标。这一主题的明确要引人关注,确保可以发挥更为显

著的引导和鼓励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还应该构建和制定一个可行性方案,

通过此种方式有效明确工作职责。(3)加强对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年级组主

要的工作就是对学生进行内部组织,而旅行者则需要对外出费用、车辆运行

和安全性问题进行负责。(4)要在研学旅行工作开展前进行必要的教学调研

工作,也就是研学旅行处要和旅行社提前进行线路研究,对出行中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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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婚姻和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除了传统的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和重

组家庭。探讨核心家庭中父母缺位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直系家庭中祖父母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单亲家庭中缺少父母其中一方对

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以及重组家庭中继父或继母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家庭结构；学业能力；影响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迁移等诸多原因,

中国的婚姻和家庭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其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家庭结构或居

住安排模式的多元化趋势。首先,离婚率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其次,由于

代际关系模式,居住习惯和家庭经济需要等原因,隔代抚育孩子的现象在

中国非常普遍,有相当一部分夫妇长时间将孩子送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家

照顾,此类“隔代家庭”的比例逐年升高；再次,受到户籍管理制度和自身

经济条件的双重限制,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将子女留在农村,从而产生了大

量的“留守儿童”。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社会,传统的核心家庭也

在发生变化。家庭作为代际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等传递的主要媒介,
[1]
其本

身的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的学业能力的影响也值得认真探讨。 

1 结果与分析 

1.1核心家庭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 

一般,我们认为核心家庭是 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但是,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产生一大批“留守儿童”,另一方面,随

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城市生活压力的加大,工作压力也随之加大,在

城市中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也缺少父母的陪伴,形成了一大批“城市

留守儿童”,这两种情况形成了一定程度上母亲的缺位、父亲的缺位和双

亲的缺位。 

首先,母亲的缺位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越来越注重寻找自己的职业

生涯,而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也使得女性需要外出工作一起支撑家庭,中

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却依然深入人心,使得很多既要工作又要

兼顾家庭的女性感到力不从心。但是既有研究都发现母亲的角色对孩子学

业能力影响的重要性,Downey(1994)研究指出母亲能够提供更多的人际关

系资源,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母亲能够对青少年提供更多的

情感支持与呵护,以促进其学业能力的发展。 

父亲的缺位原因比母亲的缺位原因更加复杂,第一,受传统父亲角

色的影响,也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男主外”的影响,使得很多父亲在今天

因为工作或是其他种种借口推卸了教育孩子的责任,“丧偶式育儿”随

处可见。第二,父亲与孩子的沟通很少,父子之间存在隔阂。第三,即使

部分父亲参与了孩子的教育,但教育方式不科学。父亲是家庭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智力、人格、情感、社会性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既有研究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的参与会影响孩子的自信心与

人际交往能力。 

就餐、居住和行程安全等问题进行解决。5.借助随机生成教育法对风景背

后的人文内涵进行挖掘,确保事前预习和随机教育不断进行补充和渗透,

发挥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6]
。6.加强对学生现场体验式学习感悟的关注,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举办相关的文艺活动,从而做到教育宣传的目的。 

2.4加强对研学旅行特色的发挥 

当前很多学校都认识到了研学旅行的重要意义,甚至在教育工作中已

经形成了较为完善和成熟的工作流程,具备较为显著的发展特点。对目前

学校开展的研学旅行中,可以将教育特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距离作为旅行圈的界定原则。以一个二线城市为例,以开车一

天内可以往返为半径,可以组件学校研学旅行圈。在特殊假期阶段,可以适

当进行范围的拓展,确保在教育工作中实现远近结合,书本内外的有效结

合。其次,对教育内容的资源价值进行分析。将研学旅行圈作为主体环节,

可以进一步研究和发觉更多有教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研学旅行地点,保证

教育工作在每个区域的教育工作都是有效的,这对于整体教学质量和效果

的提升将起到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
[7]
。 后,优化准备过程,实现对教育质

量的全面提升。在出行前需要进行有效的调研工作,确保学生的衣食住行

得到稳定保障。在这一工作中,学校研学旅行处还应该加强和旅行社之间

的交流,对活动的主题进行明确,从而帮助旅行社针对性提升安全意识和

手段,这样教师在实际教育过程中更好的发挥教育性和人文性特点。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教育工作稳定开展背景下,我国研学旅行工作的开

展也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所以为了进一步实现中小学生教育教学水平

的提升,我们更需要加强对这一教学方式的探究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更

准确的认识到教育中的不足和问题,并针对问题制定更符合学生发展的教

育理念和手段,实现中小学教学质量的切实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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