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馆资源如何转化成学习
资源，研学活动如何提高它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海曙中心小学五
年的实践过程是不断探索和完
善的过程。海曙区丰厚的历史文
脉和文化遗迹是文化传承的重
要资源，作为建在天宁寺遗址之
上的百年名校，海小尽享甬城千
年的天时地利人和。

学校开发了全景式的场馆
研学资源，开启了全程式的任务
研学过程，建立了全员式的立体
研学组织，采用了全身式的探究
学习方法，运用了全纳式的印记
学习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提炼出
基于家国情怀培育的小学场馆
式研学的“行·印”模式，为学生
打下探究和情感的烙印，形成共
同的文化印记。

建议学校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促进教育成果的提升与优化，
以发挥更大的育人价值，同时能
在探究之路上走得更深、更新、
更实！ 市教科所所长 俞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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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5年前，我们就开始探索以
德育为重点，统领和渗透各学科的

‘行·印’场馆式研学。”海曙中心小学
副校长曹佳介绍，“行”指行走、行动，
是研学实施方式；“印”指印象、印记，
是研学目标，行之以印，在行动中留
下印记。“行·印”课程旨在让学生热
爱本土文化，培育家国情怀。

据了解，研学活动是分年段阶梯
式的，老师们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知识水平、能力等定制研学活动。比
如一二年级的研学从“吃”开始，学校
联合鼓楼赵大有糕点店、老宁波油赞
子店和东福园饭店共同开展“承传统
文化品美食之乐”研学活动，感受宁
波传统美食，根植爱家乡的种子；三
四年级学生以假日小队的形式，开展

“一阁一世界”藏书文化探究行，在天
一阁的藏书文化中，感受宁波的古老
文明；五六年级开展“致敬老街，讲好
老街故事”项目化学习。

在《校园内外的千年风韵》读本推
广会上，同行们都为“行·印”课程点
赞。广济中心小学狄勇老师感叹，现
场“感受到了浓浓的古意，体会到了
暖暖的乡情，也看到了闪耀的未来”，
海小得天独厚的场馆研学场景，为教
学提供了积淀千年的环境要素，“这
一要素已成为海小的教学资源、教学
材料、教学环节，老师们将家国情怀、
科学精神、创新创造结合起来开发课
程，改变了教学方式，实现了真实情
境下跨学科主题的教学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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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小地处千年海曙的核心区
域，学校周边历史文化场馆众多，
基于这一地域资源优势，老师们以
综合实践活动理念为指导，开展了
场馆式研学的校本拓展课程建设：

五年级的孩子们来到学校附
近的鼓楼，听老师讲鼓楼的历史，
摸一摸饱经沧桑的城墙，再爬上钟
楼，敲一敲那古老的铜钟，老师布
置的研学任务是：请你在本子上写
一写鼓楼的解说词，向游客介绍它
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等；请你在
海曙楼中细细欣赏书画、木雕、石
刻等，从造型、色彩、图案、风格等
角度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一项，画
一画或写一写；请你仔细观察钟楼
内的铜钟，把你的发现记录在本子
上；你知道还有哪些城市有鼓楼
吗？你还听说过鼓楼的哪些故事
吗？鼓楼曾有一个刻漏，王安石曾
为鼓楼刻漏写了一篇《新刻漏铭
文》，刻漏依据水流动力学原理，通

过水流推动受水壶内的标尺升降
来计时，你能复制这个刻漏吗？

宁波大名鼎鼎的唐塔就在海小
边上，四年级学生来到唐塔下，听老
师讲解这座建于公元869年的古塔
的前世今生，领到的研学任务是：请
写一写你还知道哪些宁波的唐代建
筑遗址？你听过的唐代故事有哪
些？请现场考察，塔有几层？塔的外
形有什么特征？塔有哪几部分组成？
这座唐塔为什么能屹立1000多年
不倒？把你的发现写在本子上。请用
多种艺术形式如水粉写生、纸板雕
刻、彩泥雕塑等，来表现唐代的造型
之美、工艺之美、空间之美。

就这样，师生们走遍了学校附
近约40个文化遗址。每到一个场
馆，老师讲解此处的历史信息、遗
址或人物简介，然后让同学们进行
思维拓展、现场考察、特色欣赏、艺
术创新等，从中学会发现、欣赏乃
至创造。

在《校园内外的千年风韵》读
本推广暨海曙中心小学基于家国
情怀培育的小学场馆式研学研讨
会上，该校科学老师水浥尘分享了
一堂社团拓展课《月湖水质的检测
与提升》。此前的一个多月中，她带
领该社团的孩子们走进月湖景区
的芳草洲、芙蓉洲等与天一阁相邻
的区域，并在这些水域采集了水
样，带回学校做进一步的分析。

小学生为什么“操心”月湖的
水质？这还得从一次天一阁的研学
活动说起。当时，行走在天一阁的
曲池边，有同学发现池水不够清
澈，水浥尘老师因势利导，提示孩
子们想一想，这水是从哪里流过来
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天一阁的池
水变得更清澈呢？在老师的引导
下，同学们发现天一阁的池水和月
湖水系相通，要让天一阁的曲池水
变得更清澈，可以从流入园中的月
湖水入手。于是，师生们开展了“月
湖水质的检测与提升”项目化实践
学习活动。

项目化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真实性，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
发现问题，创造性地去解决问题，
又在解决问题中发现新的问题，这
种对问题持续的探索就是学习的

本质。
在一个多月的调研中，小朋友

们走进月湖景区采集水样，根据科
学课本上的学习要求，通过沉淀、
过滤、闻气味、看颜色等方法简单
观察分析了水样。后来觉得这些方
法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便用更精准
的方法对水样进行检测，采用了
PH试纸、磷含量检测试剂、氨氮含
量检测试剂等小学生也能上手的
检测手段，通过对照比色卡，判断
水质等级。

在指导老师的牵线下，学生们
还开展了跨社团协作，借助学校机
器人社团的技术力量，自制了数字
化的TDS和浊度检测仪器，利用
信息科技的手段定量检测水样。对
检测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同学们
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我们发
现马眼漕的磷含量指数到了3级，
容易造成富营养化污染。因此，建
议投入除磷基质，以降解水中的磷
元素，还可以放养滤食性鱼类和水
生动物来阻止藻类暴发性繁殖。”
在对问题的持续探索中，孩子们调
动和激活已有的知识积累、能力基
础，体会到了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创造美好生活的乐趣，真正感
受到学习的意义。

场馆式研学拓展课程 走遍约40个文化遗址

“场馆式研学”拓展课程
是教学方式的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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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汇小镇古建筑“屠氏别业”上课。

在月湖采集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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