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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当前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当前的教学方式也逐步实现了多样化,其中研学旅行

是非常具有应用价值的教学方法,这一方法将旅行活动与学习项目进行有机结合,对知识内容更加深刻

的了解和认识。本文中我们就将针对庐山地质公园的研学旅行方案设计与效果评估进行探究,通过对于

游客的调查来更好地了解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现状以及有效的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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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China’s current teaching reforms, China’s current teaching 

methods have gradually realized diversification. Among them, HIBL is a corresponding teaching method with 

great application value. This method organically combines travel activities with learning projects, so a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content.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explore the plan design of HIBL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Lushan Geopark,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BL in Lushan Geopark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measur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orresponding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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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是我国当前教学活动中非

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教学形式,通过学

习项目和旅游的有机结合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使教学活动更具有趣味性和体验

性。而且项目化的学习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深化学生

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要真正的

保证研学旅行达到相对比较理想的效果,

提升旅游体验和项目学习质量,研学旅

游方案设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研学旅

行方案设计是旅游路线制定以及教学活

动开展的重要参考,如果研学旅行方案

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欠佳,很难真正

的保障 终研学旅行质量和效率。因此

需要对研学旅行进行效果评估,更好的

了解游客对于研学旅行的感受,从而明

确研学旅行中所存在的漏洞和问题,不

断的进行优化调整,更好的保障 终的

研学旅行质量和教学成果。接下来我们

就对游客的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体验

效果来进行评估,希望能够更好的优化

旅行方案设计,为后续的游客带来更好

的研学旅行体验。 

1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价

值分析 

庐山地质公园位于我国江西省九江

市,占地面积500平方公里,其内部的构

造是由冰川运动、侵蚀岩体等地质作用

形成的复合地貌景观,而且庐山地质公

园内发育有地垒式断块山与第四世纪冰

川遗迹,而且冰川地质遗迹,完整地记录

了冰川堆积、冰川形成、冰川运动、侵

蚀岩体、搬运岩石、沉积泥砾的全过程,

充分的反映了我国东部古气候变化和地

质特征,对于地质知识的了解和探究有

很大的作用。此外,其内部的植被和生物

多样性也使得其植物景观具有很高的美

学价值。不仅如此,庐山地质公园也经过

了人工设计和完善,可以安全的进行参

观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在研学旅

行过程中,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

以庐山地质公园为研学旅行的地点是非

常可行的。一方面可以带来良好的旅游

体验,保证研学旅行参与人员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开展地质项目研究,

更好的保证学生对于地质内容的了解和

应用,提升 终研学旅行质量。因此当前

庐山地质公园是地质项目研究中研学旅

行的重要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

国当前庐山地质公园的旅游发展得到了

有效支持。 

2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方案

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庐山地质公园的研学旅行方案设

计 终是服务于游客,因此为了更好地

了解当前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方案

设计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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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评估,希望能够从中了解到当前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方案设计中的

不足,从而进行有效的完善,更好的保

证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开发。接下

来我们就来具体探讨了解一下当前庐

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方案设计中所存

在的问题。 

2.1课程体系构建有待优化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方案的设计

过程中,课程体系构建是非常关键的,课

程目标制定、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等,

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课程的有效开

展。但是研学旅行对象是全体学生且要

与庐山地质公园进行有效的结合,因此

在课程目标制定过程中要考虑到学生的

特色,而在课程内容选择中则要尽可能

与地质公园的地质环境有机结合。但是

在实际的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对于课程

目标的制定以及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

都脱离了学生和庐山地质公园,使得

终的研学方案设计不科学,不能达到相

对比较理想的教学质量。 

2.2课程线路设计不科学 

庐山地质公园面积大,地理环境复

杂,因此在考察过程中课程路线确立是

非常关键的,这对于循序渐进的引导学

生进行地理知识的了解和应用有很大的

推动作用。但是当前庐山地质公园的课

程路线应用过程中,往往只考虑到了观

测体验等,课程路线的设计不科学,使得

学生对于地理知识的了解相对比较混乱,

无法更好地掌握和贯通地理知识。 

2.3研学旅行的路线设计选择少 

庐山地质公园内部规模庞大,因此

在研学旅行过程中通常会制定不同的研

学线路来更好的保证研学质量的提升,

因为研学旅行中可以通过在不同区域开

展专题教育,从而使研学质量得到有效

保障。但是不同的研学线路所需要的体

能状况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因此其

适应的群体也不同,研学团队也要根据

自身的机体状况来挑选研学路线,更好

的保证研学旅行顺利开展。但是当前庐

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项目的开发还处于

探索阶段,路线设计选择相对较少,很多

研学旅行团队无法真正地根据自身的情

况,选择适合自身的延续旅行路线。因此

后续研学旅行项目开发中需要不断的优

化路线设计,为研学团队提供多种选择

来更好的保证研学质量。 

3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方案

设计优化的建议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开展对于

庐山地质公园的旅游开发和学生地理教

学工作的优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在庐山地质公园的研学旅行开发过程中,

也要不断的优化方案设计,上文中我们

已经对于方案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探究,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如

何实现对于方案设计的优化,使其更好

的服务于研学旅行。 

3.1结合学生和地质公园情况,优化

课程体系构建 

庐山地质公园地质环境特殊且景观

美好,具有较强的研学旅行价值,在中小

学地理教学工作开展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但是研学旅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

能就是加深学生对于地理知识的了解

和认识,因此为了更好的保证教学的质

量,在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也要充分

的考虑学生本身的特色以及地质公园内

部的地质环境来优化课程教学,使教学

项目化的开展,能够达到相对比较理想

的效果。 

3.2优化课程线路 

庐山地质公园地理面积大、地质环

境复杂,且内部的很多地质特色,对于地

理教学工作的开展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深入了解地理知

识。但是如果课程线路不科学的话,会使

得地理知识认识混乱,无法有效的构建

地理知识系统加深对于地理知识的整体

把握。因此在研学旅行线路确定过程中,

要考虑的各个地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变化规,来科学的规划课程线路,使课

程线点动连线,线动成面,科学的构建地

理知识系统,加深对于知识的掌握,提升

研学旅行的质量。 

3.3丰富研学旅行路线 

庐山地质公园占地面积相对较大且

地质环境复杂,但是研学旅行开展过程

中,通常是具有一定的主题的,并不需要

广泛的了解所有的地理知识,这对于课

程教学质量提升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而

且研学旅行路线过程会使得研学团队精

力不足,无法真正的投身于课程学习探

究中, 终的教学课程教学质量也会大

打折扣。而如果研学旅行活动时间相对

较长,需要对所有的地质情况都进行了

解就需要每天参观不同的研学路线。因

此在研学旅行项目的开发过程中,也可

以丰富旅行路线,这样研学团队的研学

旅行开展以后会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在

不同的课题教学中选择不同的路线来更

好的与课程教学有机融合,从而保证

终的教育成果。 

4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效

果评估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开展对于

庐山地质公园的旅游开发以及研学旅行

课程体系的构建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的研学旅行属于初始探索阶段,

因此 终的应用效果也不太理想。而为

了更好的进行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

优化,我们首先要了解当前游客对于庐

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体验,从而进行

科学的效果评估,发现其中的问题不断

的进行完善。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探讨

了解一下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效果

评估。 

4.1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效果评

估中的问题设置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效果评估

中,一方面要保证研学旅行的学习功能,

另一方面也要为其带来良好的旅游体验,

实现陶冶情操。因此在效果评估过程中,

首先要尽可能全面的进行调查问卷并其

中选取硬样本来进行有效的分析,了解

研学旅行感知质量和学生地理知识核心

素养的培养。地质公园的研学旅行对于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有很大的推动

作用,因此在效果评估调查中,也要了解

研学旅行中课程系统的有效开发。比如,

可以通过研学旅行中庐山地理遗产资源

库的建设和有效地结合学生的地理课本

知识来更好地开展考察研学旅行的品

质。其次,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中的旅

行路线的制定对于地质知识内容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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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也要注重对

于旅行路线的科学设置,可以将旅行路

线的科学与否设置为问题来考查学生对

于履行的学习体验。此外,研学活动开展

过程中,研究学习形式也会影响 终的

研学旅行质量,比如小组活动的开展,就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更好的调动学生的活

动参与积极性,从而保证 终学习的质

量。因此也要对研学旅行活动中活动形

式成果进行调查,更好的了解不同的研

学旅行活动形式 终对于研学旅行质量

的影响。 后,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虽

然是为了更好的追求地理知识教学质量,

但是旅游体验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能否积极的参与

到地理研究活动中,因此也可以对旅游

体验进行有效的调查研究。 

4.2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效果评

估结果分析 

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对象大多

为一般集体为主的学生群体,因此在评

估调查过程中也要实现问卷调查的全面

覆盖,对参与研学活动的所有人都进行

开展有效的调查,从而保证结果的科学

性和普适度,使其能够真正的服务于庐

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方案设计的有效优

化。比如,基于游客感知的研学旅行调查

中,会对旅行感知质量和中学生的发展

核心素养等,都进行有效的考察,后续则

可以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来了解两者之间

的有效关联,更好的优化研学旅行方案

设计。 

5 小结 

庐山地质公园地质环境复杂,是我

国当前地理研学旅行开展的有效场所,

因此可以在地理教学工作中加以应用。

上文中我们已经针对当前庐山地质公园

延续旅行方案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究,也提出了建议。我们坚信随着

研学旅行的深度开发和优化,一定可以

更好的提升研学旅行质量,吸引更多研

学旅行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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