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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双微”模式，破解
学校研学困境

（一）“双微”的基本模式

微共体，是指四、五个学习伙伴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组成的微型学习共
同体，是一种在较短时间内一起探究的
合作型学习方式。对于很多农村学生来
说，独自进行一些挑战性的、研究性的
学习任务容易引发畏难情绪。如果依托
微共体这个载体，可以大大降低学习的
难度，学习显然就会顺利许多。因此，笔
者所在学校将微共体引入平时的教育
教学之中，有效引导学生在主动学习中
思考，在互动交流中合作，在灵动碰撞
中提升，从而有效促进他们的发展。

微研学，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从人员、时间、地点、环境、资源等方面，
灵活机动且行知有实效的微观研学旅
行，具有人员“微”范围、目标“微”定位、
资源“微”选择等特点。

结合当地特点、学校特色、学生学
情，拓展和补充国家和地方课程，笔者
所在学校积极探索“童眼看家乡”为主
题研学课程开发之路。对周边资源进行
梳理后，选取12处离学校比较近的、教
育价值较高的资源，作为学校研学基
地。每学期，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学生通
过小范围、短时间的游览、参观、体验、
交际，认识自然和社会，参与探索实践
活动，从而增长知识，又提高实践能力。

（二）“双微”模式的实施特点

利用“微共体”“微研学”的各自优
势，学校积极探索以“微共体”+“微研
学”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学校在研学过程
中人员、资源、交通等方面所受到的制
约。这种模式有以下特点：

1. 合作更明显。在研学过程中，学
生通过微共体合作来完成较为复杂的
学习任务，从而来实现研学课程的目
标。在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学
生的社会参与能力以及生存能力都会
得到较大的提升。

2. 操作更灵活。研学时间不长，研
学地点离学校也不远，只要天气允许，
随时都可以组织进行。

3. 研究更自由。采用微研学的方
式，可以使学生原以为高大上的研学活
动降低难度，更趋于简单，符合小学生
的认知特点，引导学生采取自己喜欢的
方式开展研究活动。

二、探索“双微”模式，促使
研学有效实施

以我校五年级“非遗传承之旅”为

例，谈谈微共体推进学校研学课程有效
实施的几点策略。

（一）组建微共体，明确微目标

1. 引导自主选择，组建微共体。
在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能力、交际

水平、兴趣爱好等进行组合的基础上，
班主任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微调。微共
体成立好后，须进行角色分配，如组长、
小记者、汇报员，做到责任到人。

2.解构研学活动，提炼微主题。
研学活动并不是简单的旅行，而是

一门课程，应该需要明确的教学目标，
学校根据研学课程的总体目标，细化活
动的具体目标。确定目标之后，由微共
体成员共同商量，确定研究内容、制定
计划书，也可由教师罗列出几个研究内
容供学生们参考。

3. 研前充分储备，明晰微目标。
没有以自主探究学习为基础的合

作是无根的木桩，是没有生命力的。研
学前，学生必须进行自主学习，从网上、
书籍中搜集相应的内容，并对搜集的信
息进行处理。只有这样，在微共体合作
时，才能带着自己较为深入的思考，进
行思维的碰撞，才会闪现出智慧的火
花，提高合作的效率。

（二）发挥协同力，合作微研行

1.赏古典家具，共叹精湛工艺。
红木博物馆陈列着各式红木家具、

精品小件和主人几十年“淘宝”精华，可
谓琳琅满目。以微共体的同学们依次参
观，浓厚的红木芬芳袭来，小到各色木
梳、手串、摆件，大到雕花木床、屏风，同
学们不禁对这一件件非遗作品背后的
高超工艺和厚重历史啧啧赞叹。

2.听榫卯课堂，共悟工匠精神。
一榫一卯，凝结着中国几千年传统

文化的精粹。通过木匠师傅的榫卯结构
的讲解，微共体成员们知道了古代中国
建筑、家具及其它木制器械的主要结构
方式，了解了榫卯结构及其在中国各种
建筑、家具中的应用。

3.答竞猜游戏，共晓非遗知识。
讲课完毕，木匠师傅还增加了一个

知识竞猜的环节，同学们以微共体为单
位进行必答、抢答等形式比赛。通过竞
猜，同学们对榫卯工艺有了更深层次的
认识和理解，充分调动了他们研学的积
极性。

4.装小木凳子，共学工匠精神。
同学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似乎很少

能体验到这样的活动。大家发现拆散
的木凳里面没有一根钉子，更没有涂
任何胶水，完全靠榫卯结构连接起来
的。微共体成员们亲手拆解后，又一
起探究、合作重组小木凳，让他们过

了一把“匠人瘾”。

（三）聚焦微目标，互评微研学

1.集中展示，分享研学成果。
（1）展示内容：追求独具个性。
除了微共体同学共同完成的研学

手册之外，或许还会有许多研学成果。
因此，班主任要组织学生进行集中分组
展示。微共体展示的内容可以是手抄
报，也可以是参观体会文章，甚至是绘
画作品、调查报告……

（2）展示形式：追求灵活多样。
除了线下的集中展示之外，还可以

在线上展示。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微
共体成员可以把自己小组的活动照片、
录音、微视频等，汇总整理后发布在微
信公众号、美篇中。这样每一位同学都
能分享到他们的研学成果。

（3）展示对象：鼓励人人参与。
成果的分享可以由微共体内成员

分块负责汇报，也可以由汇报员先发
言，再由其他组员接力补充。汇报完
毕，其他组员可以质疑问。鼓励弱势学
生优先发言，避免汇报交流成为“学
霸”的舞台。

2.多元评价，提升综合素养。
（1）评价对象：关注团队成果。
让学生明白个人的成绩不再凸显，

微共体的成绩才是自己的成绩。教师应
在每一次研学活动结束后, 对微共体
的研学情况及时作出评价，如评选出优
秀微共体和优秀个人，让微共体成员在
全班同学面前讲述他们活动的过程。这
个过程既是优秀微共体的表彰会，也是
一个研学经验的分享会。

（2）评价主体：引入多方评价。
微共体成员既是评价对象，也是评

价主体。在研学任务结束后，在学生自
我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微共体内同学互
评、班级同学互评，再结合教师评价（家
长评价）、研学基地评价……让更多的
不同人群参与进来，使评价更加客观公
正，被评价者从中得到自我发展的空间
和努力的方向。

（3）评价标准：注重素养提升。
在研学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所表

现出来的态度、动手能力、对相关知识
的理解能力、学习成果都可以作为标准
进行评价，多方面、多角度评价学生，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双微”模式在研学课程中的实践，
不仅拓展了学生学习平台，还使学生养
成合作、分享、积极进取的良好个性品
质，激发学生对家乡的自豪感、认同感、
责任感。但我们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
段，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相信
随着课程的进一步深入实施，定会使研
学成为深化学校特色、落实素质教育的
新途径和新常态。

杨建达 慈溪市龙山镇实验小学

研学是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之一，但很多时候，
受到各种条件制约，常常出现重“游”轻“研”的现象，为此，学校积极探索“微共体”+“微
研学”的模式，推动研学课程的有效实施，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现今，很多学校开设了各种研学课程，通过走访调查、劳动实践、义务宣传、社会志
愿服务等形式，旨在让学生走出校园，知行合一，行于实践，“游”“学”兼得。但是很多时
候，受到人员、资源、交通等条件的制约，研学活动重“游”轻“研”，大大影响了研学课程
的有效性。

中高年级学生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加强，逐渐产生了自主学习、主动探索新知的意
识。为此，笔者所在学校积极探索“微共体”+“微研学”的模式（简称“双微”模式）来解决
农村学校研学活动中的种种制约，推进研学课程的有效实施，改变“重游轻研”的现象，
让学生在研学过程中真正学会。

自主微共体，快乐微研学
——农村小学研学课程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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