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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教育本真

立秋已过，依然骄阳似火。在沧江研学营地二
期工程现场，建设步伐并未放慢，工人们正加紧调
试设备，布置场地，预计到本月底，包含生活实验
室和自然实验室两个高标准实验室，以及智能制
造、宇航科技两个实训工坊都将建设完毕。

近日，教育部等 1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实
验教学，并广泛组织中小学生前往科学教育场所，
进行场景式、体验式科学实践活动。统筹动员高
校、科研院所、科技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和
工农企业等单位，向学生开放所属的场馆、基地、
营地、园区、生产线等阵地、平台、载体和资源。

作为海沧区教育局与厦门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责任公司、厦门科技馆联合打造的校外教育基地，
厦门沧江研学营地于去年 6 月 28 日开通运营，是
海沧区开展公益研学活动的主要场所。

“四大主题空间的投用，将为海沧学子接下来
的公益研学活动带来全新体验。”沧江研学营地总
经理李飞翔说。

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另一边的办公区里，
沧江研学营地产品研发负责人杜常翔也没闲着，
他正与同事讨论如何进一步优化公益研学课程：

“孩子们动手实践环节成功率比较低，要不要降低
课程难度，让他们在现场一一过关，提升他们的成
就感？”“研学营设置时长为两三天，让孩子放松心
态去体验实践过程，会不会更适合？”

工作之余，他也经常和海沧区教育局派驻沧
江研学营地的联络人白森泉交流探讨，“虽然有
争论，但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希望通过
更科学的理念、更有效的方式，探寻更为妥适的
研学模式”。

课程设计无章法、研学产品体验差……近年
来，不少研学活动变味为“游大于学”“游而不学”
的打卡式旅行，让研学旅行的含金量大打折扣。

因此，注重课程研发设计，让研学回归教育本
质，是海沧区推出公益研学以来一直坚持的目标。

“研是基础，学是目标，学必须在研的基础上
达成。我们希望通过研与学的结合，加强青少年的
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在海沧区教
育局局长孙民云看来，这意味着公益研学既要普
惠，更要优质，“如果丧失了对品质的追求，研学活
动就无法吸引学生和家长的参与，实现教育功能
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如何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实现研中有学的
目标？“科学教育，不仅是让孩子们接触一些科技

这么简单，还应包括以科学的理念开展教育，培养
孩子们的科学思维。”白森泉表示，海沧区着重增
加课程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并根据不同年龄段、不
同层次教育需求和个性化发展需求，研发设计相
应的主题路线。

为凸显区域特色，海沧区还在课程研发过程
中把研学内容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
料等辖区主导战略性产业相链接，开发高辨识度
研学课程，打响海沧研学品牌，实现错位发展。

继去年推出“我们的生活圈”研学主题后，今
年 2 月 24 日启动的沧江研学营地 2023 年公益研
学春季课程以“未来的我们”为主题，围绕自然、生
物、物理等科学领域做足“科学+”内容，设置中医
师、消防员、园艺师、仿生工程师、汽车工程师、电
磁物理工程师等 6 大职业启蒙研学路线，为学生
创设职业文化体验和自然科学思维环境。

“每个主题路线的内容设置都遵循着‘看世界—
问世界—创世界’的逻辑链条，对孩子的思维进行
深层次开发。”杜常翔说。

“从课程的构思设计，再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
跟踪监管，区教育局都全程参与其中，我们还经常
组织辖区中小学的老师、校长前来听课点评，帮助
打磨课程，提升品质。”白森泉说。

正是通过在研学营课程上的观察与动手实
践，海沧第二实验小学六年（3）班的汪阳溢对在学
校社团学到的伯努利原理理解更加深刻。“往相距
5 厘米的两张纸中间吹气，会发现纸不会向外飘，
反而会被一种力挤压在一起。”汪阳溢说，这个简
单的实验很具象化地呈现了伯努利原理，让人更
容易理解其中的奥妙。

“了解知识、动手实践，最后验证原理，这个过
程逐步深入，符合科学教育规律。”带队参加过公
益研学活动的海沧第二实验小学老师王冬萍认
为，营地的课程把课堂上的间接经验变成孩子的
直接经验，让孩子们学会思考，有利于激发他们探
究世界、探究自我的欲望。

让公益助力研学

与无线电科学家跨时空对话、重回 20 世纪
90 年代破译时光密码、在无线电波世界探索蓄
能……在沧江研学营地 3 天 2 夜的研学项目中，

“Hz 行动——无线电主题打卡闯关特展”让参与
体验的学生大开眼界。

“3天 2夜的时间里，我探究了电磁波的奥秘，
体验了破译‘密电’的乐趣，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
与同学相处，收获满满。”谈起暑期前夕在厦门沧
江研学营地参加的那场公益研学活动，海沧区北

附学校五年级学生赖昌泽依然兴奋不已。
去年 10月 8日，东瑶学校、凤山小学和天心岛

小学等海沧学校的 700 余名师生在沧江研学营地
开启研学之旅，成为该营地首批公益研学学员。

让辖区内的每个学生都能收获研与学的快
乐。“学期内的周一到周五属于公益时间，在此期
间，区教育局将根据事先排定的顺序，有序组织辖
区内的中小学生轮流到营地参观体验。”海沧区教
育局综改办负责人凌琳表示，这样的安排保证了
公益研学的普惠性。

水电开支、器材购置维护、师资团队建设、课
程研发设计……事实上，维护营地日常运转的成
本并不低。因此，要让普惠性的公益研学实现常态
化，找到合适的运营模式是关键。

“营地方难以独自负担高昂的运营成本，而单
独依靠政府补贴的方式同样难以为继。”在凌琳看
来，只有家长与政府、营地共同发力，公益研学才
能更有后劲，“经过反复地调研和讨论，最终，在营
地的收费上，我们推出政府、家庭、运营方‘三方共
担’模式”。

在“三方共担”模式下，家长支付孩子在公益
研学期间产生的食、宿、交通和保险费用，用以减
轻营地的成本压力。“3天 2夜的公益研学旅行，我
们只交了 300 多元，孩子玩得开心，家长也没有负
担。”赖昌泽的母亲卓女士说，营地方还提供了详
细的费用清单，连每顿饭的费用都列得清清楚楚。

公益时间之外，沧江研学营地也在积极探索
市场化运作模式。“在周末和国家法定节假日、寒
暑假，我们面向全国 7~14 岁青少年进行市场化运
营，弥补公益研学的成本分摊。”李飞翔表示，目
前，营地已发布“飞行梦想家”“鹭岛智造”等 60 余
个特色主题研学周末营和夏令营产品，“我们也希
望通过盈利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反哺公益研学事
业，让海沧区的公益研学活动更可持续”。

据介绍，自去年启动以来，来沧江研学营地参
与公益研学的青少年近 9万人次。

“能够为大家创造一个观察世界、体验世界的
窗口，让更多学子徜徉于研与学的精彩中，从研学
实践活动中受益，我们感到很开心。”李飞翔说。

拓宽研学边界

拿起牙齿模型亲手体验“补牙”，穿梭在甲板
之间探索现代化造船技术，饲养小动物观察生命
形态……

海沧区教育局联合沧江研学营地于今年 3 月
正式发起“科学的种子”公益计划，面向全市 5~12
周岁青少年公开征募亲子家庭免费参与。在 10 期

的活动中，沧江研学营地联手电影博物馆、厦船重
工、厦门气象台、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等 10 家行业
研学场所，邀请十大领域行业专家带着孩子们走
进行业深处，播下科学的种子。

“没想到厦门岛内还有这样一片世外桃源。”
在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家长蔡尔鸿带着孩子，跟着
研究所的何恩铭博士探寻叶脉里的植物密码，认
识了不少各式各样的热带植物，“不光孩子收获了
知识，连我也大开眼界，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参与
活动”。

“这项公益计划的推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
是一个聚沙成塔的过程。”李飞翔说，营地历时两
个月的筹备，先后与数十个同样关注青少年成长
发展的行业单位多次进行深度交流，经过不同视
角、不同思路的多次思维碰撞才最终敲定。

把覆盖面从学校向社会公众延伸，这是海沧
区拓宽公益研学边界的一种尝试。

去年 9 月 24 日，“观影读心”系列电影——家
庭教育主题公益活动（第一期）在厦门沧江研学营
地拉开帷幕，活动邀请心理健康专家学者，通过现
场的影视作品分析、主题沙龙、案例解疑等，与家
长们共同探讨亲子教育困惑。截至目前，活动已举
办 11期。

“优秀的电影和教育纪录片总能予人以启迪，
以电影为载体，由专业导师为家庭教育提供一些
新视角、新思路，帮助家长答疑解惑，促进孩子健
康成长，这也是一种公益形式。”在凌琳看来，线下

“观影读心”活动也为家长们交流亲子教育经验搭
建了平台，“思想的火花产生于交流的碰撞中，常
态化的活动帮助家长们建立起真实的线下朋友
圈，大家互相分享经验，交流心得，共同为破解亲
子教育难题出谋划策”。

也正是以一场“观影读心”活动为契机，海沧
区东埔小学学生郑培轩的妈妈重新审视了自己的
教育理念。

“要看到和欣赏孩子的独特性，从归属感、胜
任感、自主感三个方面，去满足孩子的基本心理需
要，顺应孩子的节奏，避免拔苗助长。”导师刘建鸿
在影片结束后的分享，让郑培轩妈妈深有感触：

“曾经以为最好的爱是让孩子衣食无忧；现在，我
意识到，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爱是陪伴与尊重，是让
他拥有健康的身体、独立的能力以及自律的习惯
和积极向上的品质。”

链接更多家长，也链接更多社会资源。目前，
海沧区已梳理完成《海沧区域研学实践资源简明
表》，将以营地为枢纽，联结各类农场、文物点、综
合实践基地，逐步构建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阵地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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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万 卷 书 ，行 万 里 路 。近 年 来 ，义 务 教
育“ 双 减 ”背 景 叠 加 新 一 代 父 母 教 育 理 念 的
革 新 ，让 研 学 旅 行 市 场 迎 来 强 劲 增 长 。数 据
显 示 ，2022 年 ，研 学 旅 行 人 数 已 突 破 600 万
人次。

在研学热度不断攀升的背后，发展的隐忧
也逐步显现。收费缺乏统一标准、研学课程质
量参差不齐、“游大于学”“游而不学”等问题频
现，违背了研学“实践育人”的初衷。

面对乱象，厦门市海沧区持续发起公益

研 学 活 动 ，让 研 学 回 归 教 育 本 质 ，与 公 益 结
合 ，逐 步 让 门 槛 更 低 、质 量 更 优 的 研 学 活 动
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学子徜徉于研与学的
精彩中，在行走的课堂上读懂更大更广阔的
世界。

核心
提示［ ］

研与学有着天然的耦合关系。如
今，一头连着课堂，一头连着自然与社
会的研学旅行，已发展成为素质教育
的新内容和新方式，承担起了新时代
校外教育活动的使命。

2016年，教育部等 11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提出：各中小学要结合当地实际，把研学

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与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促进研学旅行和
学校课程有机融合。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速了行
业业态升温。然而，种种乱象让不断走
俏的研学热变了味。

研学应是教育，而不是生意。海沧
区坚持凸显研学的公益属性，通过政

府、家庭、运营方“三方共担”模式凝聚
合力，减轻研学旅行运营成本，既让更
多学子可以参与到研学旅行中，又让普
惠性的公益研学更可持续、更有后劲。

研学游，更要研学优。无论是围绕
着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食”“住”“行”进
行主题甄选，还是为研学学员创造“真
听、真看、真感受”的参与式学习机会，

又或是拓宽研学边界吸引更多社会力
量介入参与，都让人感受到海沧区致
力让研学回归教育本真的不懈努力。

必须看到，研学旅行全过程是一个跨
教育、旅游等多行业的综合服务体系，从
研学基地的选择、研学路线的制定，到研
学教师的培养、研学课程的开发，以及研
学安全的保障，方方面面无不包含其中。

我们期待，社会的多方力量能够合
力共为，用高标准、严要求倒逼研学旅
行行业走上长远、健康、有序发展的轨
道，推动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让门槛
更低、质量更优的研学活动走进千家万
户，让学子们“游有所学”“学有所获”。

研 学 是 教 育 不 是 生 意
□本报记者 黄鑫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在“科学的种子”活动中，孩
子们跟随何恩铭博士观察植物。

②沧江研学营地，学生们在连
接电路，制作水位报警器。

③沧江研学营地，学生们在体
验“ 雷 达 测 速 ”装 置 ，学 习 多 普 勒
效应。

④学生们进行旱地冰壶比赛。

学生们前往研学基地学生们前往研学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