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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第三中学 唐晶晶

【摘 要】地方博物馆场馆资源丰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能直观地反映当地的发展历史及地域文

化，是高中学科研学活动的理想场所。本文以宁波博物馆为例，从分析场馆资源研学价值、研读课程标

准、设计研学活动任务、评价研学过程、反思研学效果等方面，开展高中“地理+”跨学科研学活动的实践

探究。

【关键词】“地理+”跨学科研学；地理核心素养；宁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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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博物馆是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综合性
博物馆，也是隶属于4A级景区的国家一级博物
馆。宁波博物馆陈列由主题陈列、专题陈列和临
时展览三部分组成。其中一楼为临时展厅；二至
三楼为常设展厅，展览内容有“东方神舟——宁
波史迹陈列”“阿拉老宁波——宁波民俗风物展”

“竹刻艺术——秦秉年捐赠明清竹刻珍品展”。馆
内藏品丰富，囊括了从史前河姆渡文化至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青铜器、瓷器、竹刻、玉器、书画等文
物7万余件，能够较好地反映宁波城市的历史文
脉与艺术特色。

在众多文物、展板、地图等资源中，活动设计
者需要依据本学科的课程标准、学科素养目标、
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筛选和提炼。

笔者进行资料搜集和实地考察后，结合学生
学情，最终把研学场所重点放在“东方神舟——

宁波史迹陈列”场馆。
此馆以宁波区域文化发展为基础，以海上丝

绸之路为主线。包括“远古四明”“拓地三江”“州
城确立”“国际港城”“海定波宁”“东南都会”“开
阜通商”等七个主题。以其丰富的文物、模型、视
频等资料，展示了宁波7000多年的文明史。依据
这些场馆资料，可以挖掘出与高中地理、历史、政
治等多学科的研学资源。

课程模块

地理1

地理2

选择性
必修2

内容与要求

运用资料，说明常见自然灾害的成
因，了解避灾、防灾的措施

结合实例，说明地域文化在城乡景
观上的体现

结合实例，解释城镇和乡村内部的
空间结构，说明合理利用城乡空间的意
义

结合实例，说明交通方式和交通布
局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结合实例，说明工业、农业和服务
业的区位因素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说明国际合
作的重要意义

研学主题

初识宁波
博物馆

宁波聚落
的形成
与发展

港通天下
——宁波
的海上
陶瓷之路

研学任务

任务一，以文字或作图形式描述（绘）宁波博
物馆及周边环境特征。

任务二，干栏式建筑有什么好处？

任务三，与小溪（今鄞江镇）相比，三江口作
为州治所在地的优势条件有哪些？

任务四，它山堰水利工程是如何起到阻咸、
蓄淡、引水、泄洪作用的？小组讨论后，派代表演
示说明。

任务五，唐代上林湖生产的瓷器为何产量
大、质量好、销路广？

任务六，用不同颜色的笔，在图上描出由明
州—日本、明州—东南亚、明州—西亚、明州—非
洲的“海上陶瓷之路”路线。并思考：采取海运方
式运输陶瓷有何优势？

任务七，从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角度，探
讨古今“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设计意图
培养学生对建筑美学的欣赏能力；让学生体会到

将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的设
计理念。（人地协调观）

观察模型和思考，让学生体会先民生存智慧，对
宁波文明史产生自豪之感。（综合思维、人地协调观）

培养学生对比分析能力，了解城乡内部空间结
构，并归纳出聚落发展的影响因素。（综合思维）

观看模型，听讲解，小组汇报。使学生学会分析自
然灾害的成因，了解避灾减灾的方法。（综合思维、地
理实践力）

分析瓷器产业区位条件。（综合思维）

描绘路线，在地图上寻找地区及国家，帮助学生
构建空间感。（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

了解交通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综合思维）

调动多学科知识，探究“一带一路”对宁波、中国、
世界的影响。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综合
思维）

（一）课标梳理
笔者研读了《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对高中地理1、地理2、选择性必修2课程
模块的课标进行梳理，构建了研学活动“课标—
研学主题”对照表（见下表）。

（二）研学活动设计
高中地理新课改强调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

时要重视问题式教学，问题式教学是用“问题”整
合学习内容的教学方式。问题式教学以“问题发
现”和“问题解决”为要旨。关注问题式课堂教学，

设计问题是基础。“问题”的设计，需要依托真实
的情境，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发现、探究、解决问
题。因此，笔者根据学生的兴趣点，设计了几条研
学任务（见下表）。

二、研学活动设计

“课标—研学主题”对照表 研学主题及设计意图

近年来，随着《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的出台，中小学的教学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各地中小学刮起了一阵“研学热”。不过从目前的研学活
动来看，往往重“游”而轻“研”“学”。究其原因，主要是部分商家挤占公共资源的盈利行为，使“博物馆研学热”因“蹭”而变味，更别提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了。

从高中地理学科角度来看，在“地理+”跨学科研学活动中，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和地理关键能力。基于目前的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对现有
的教学案例和资源进行优化、补充、替换，以实施更加有效的课程资源开发，并推进高中地理与其他学科跨界融合。然而，对于研学活动这一课程形式，学生
学习压力大，课业紧，学校和教师也出于安全性考虑，较少进行这一尝试。利用场馆进行高中“地理+”跨学科的研学活动在时间、资金、交通便捷性、安全性等
方面都有着突出优势。基于此，笔者及团队导师们，带领本校部分学生，在宁波博物馆进行了一次高中“地理+”跨学科的研学活动（以下简称“研学活动”）。

馆内研学耗时约3小时，整个过程中，学生认
真观展和记录，不时向工作人员提问，向指导老
师请教，也和组员们积极讨论，最终完成了研学
手册的任务探究。

（一）成果反馈
导师对研学过程和研学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评价，还录制了微课讲解。为了解学生对研学活
动的想法，笔者还设计了调查问卷，经整理总结，
发现以下特点

①与常规教学形式相比，100%的学生更喜
欢研学式教学。

②相比远途的研学地点，学生更倾向于周边
场馆。

③综合罗列结果，学生认为此次研学活动学
到了：宁波博物馆建筑特色；宁波地名演变，宁波
城市发展史；宁波港发展史；宁波旧、新石器时代
文明发展史；它山堰水利工程等。

（二）研学反思
本次研学活动，从前期策划踩点、活动设计、

组织研学等环节下来，导师们耗时几个月，倾注
了诸多心血。过程是艰难的，效果是喜人的。学生
对多门学科的学习兴趣高涨，甚至编写起政史
地、数学、外语等学科的原创题。

这次尝试，也给笔者带来了一些思考。
首先，研学不能脱离“研”和“学”的本质，高

中生已具备一定的学科素养，他们有需求、也有

能力去进行与学科知识相结合的研学活动。其
次，博物馆研学活动设计需“对标”场馆资源，以
高中课标为“根基”，这样才能创设出真实的问题
情境，唤起学生的探究欲。另外，宁波博物馆非常
适合“地理+”跨学科研学，但是，跨学科融合学习
是根据需要“跨”，不仅要“跨”更要“融合”。比如
任务一：作图描绘宁波博物馆外观，特别适合有
较强美术功底的宁波三中学生。又如任务七：探
讨一带一路的影响，涉及多学科知识，学生可以
调动地理、政治、历史所学，进行综合性探讨。最
后，研学活动最难的不是课程开发，而是开展和
落实。

一、场馆资源及研学价值分析

三、研学成果反馈与思考

利用场馆资源的
高中“地理+”跨学科研学活动初探

——以宁波博物馆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