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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认为，学校的格局有多大，未来，孩子的
胸怀就有多大；学校里看到的世界有多大，未来，孩
子的发展空间就有多大。“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教
育本身就是充满诗意的旅途，它是自然的，开放的，
有着草木清香和蓬勃生机。

作为最早全域加入新教育的实验区，江苏省泰
州市姜堰区在 2019年承办了新教育实验第十九届
年会，来自全国的 20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会上，
姜堰区以《唱一首“乐学”的歌》为题作新人文教育
叙事报告，分享了姜堰实验区的新教育故事，还以
《行走的歌谣》为题作了“聆听窗外声音”行动叙事。

5年来，姜堰区坚持建好没有围墙的学校，让
教育向四面八方打开，让孩子们在与大自然的亲密
接触中，真正读懂生活这本无字之书，做到胸有丘
壑千重，心藏河川万缕。

2024年上半年，姜堰区各类研学实践基地接
待本市 63所学校 7.8万名学生、市外 26所学校
2.1万名学生，溱湖绿洲研学旅行基地等获批“江
苏省中小学生劳动教育与综合实践优秀示范基
地”，一幅洋溢美好、见证成长的温情画卷逐次
铺开。

课程开发体系化，
实现从“观光游览”向“研学相长”转型升级

研学，绝不是一场简单的、说走就走的旅行，针
对当下研学旅行中普遍存在的“旅而不研、行而无
学”现象，姜堰区开发更系统、更全面的课程，解锁
成长的N种可能，实现研学旅行品质最优化。

坚持一张图谱引领。姜堰区制定《研学旅行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
（营地）准入管理办法》，充分依托乡土文化、地域资
源，建设“1+N”模式高品质课程图谱。“1”，指泰州
市未成年人社会实践主营地，占地面积约 22亩，建
筑面积约 15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约 800人研学、
住宿、用餐，现已开发高品质课程 60门；“N”，即N
个区内研学基地和区外优选基地，目前已打造区内
14个辅助营地，均开发了各具特色的课程套餐。
每学期初，在姜堰区溱湖湾研学旅行研究中心的指
导下，各学校制定研学旅行课程方案，确定研学主
题、内容、时间、频次，确保研有所指、学有所思、游
有所获、行有所得。

注重“教旅融合”发展。“教育立区”和“旅游兴
区”是姜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区教育局
积极推进“教旅融合”，按照小、初、高 3个学段，从
德智体美劳多个维度设计必修和选修课程，构建了
含“爱国•红色”之旅、“创新•科技”之旅、“活力·团
建”之旅、“历史•人文”之旅、“农耕•绿色”之旅 5大
主题板块的研学格局。我们鼓励支持各校现有的
省级特色课程基地对其他学校学生开放，形成了研
学旅行系统内外资源共享机制。

突出“文化根脉”传承。一个学生，只有深刻了
解家乡的人文历史、社会变迁，才能真正将家国情
怀的种子根植心中。姜堰区通过研学课程设计，打
开乡土文化之窗，探寻传承密码。“小杨人家”研学
基地坐落在桥头镇，本地流传着刘氏家族“一门五
都督，三科两状元”的佳话，该基地竭力打造状元文
化，开辟状元林，种植“冠军”树，展示刘氏家族的良
好家风，传承文脉。溱潼李氏家族“一门三院士”，
溱潼古镇大力打造院士故居，发掘院士家风家训，
追寻院士成长足迹，传承院士勤勉、创新的科学
精神。

基地建设特色化，
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沉浸体验”转型升级

我们举全区之力，打造“乐学状元郎 逐梦溱湖
湾”研学品牌，借助姜堰本土传统的文化资源和现
代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独特的、丰富的、沉浸式的
研学体验。

借力数字技术。为满足研学旅行深度体验的
需求，各研学实践基地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先进技术提升体验效果，让游客在实景模拟、互动
体验中深入了解景点背后的历史文化，享受沉浸
式的旅游体验。如在 5A级景区溱湖湿地公园引
入 5D、AR技术，让学生在虚构空间感受溱湖四季
的景色变换，溱湖会船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
盛况。

彰显人文内涵。各研学实践基地定期举办主
题活动和节日嘉年华，充分发挥研学旅行“寓教于
乐”的独特教育价值。如与本地企业合作，开展种
植中药并制作标签，讲述中医药文化典故、中医名
人故事等专题活动，让学生在认识中医药材的同
时，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传统医
学的源远流长。

凝聚家校合力。相对于传统的研学，亲子同行
更能促进学生的成长。区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设
计了丰富的亲子体验项目，如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射
击、军事越野等活动。每年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
等时间节点，各基地均向全区家长和学生发出“亲
子研学过佳节”研学旅行倡议，组织开展“游家乡、
知家乡、爱家乡”亲子研学活动。

导师队伍专业化，
实现从“景点导游”向“专业导师”转型升级

为保证研学旅行课程高质量实施，姜堰区创新
推行研学旅行导师制，着力提升研学旅行导师队伍
专业化水平。

坚持“引进来”，提升课程水准。区溱湖湾研学
旅行研究院协同各研学实践基地与有关院校、机构
开展深度合作，建立由专家教授领衔，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和教育名师等共同参与的专业化产品

研发团队，每年以“揭榜挂帅”方式推荐 30门优秀
课程入驻营地，在培育和丰富精品课程的同时，根
据学生、家长反馈和点课情况，以 10%的比例淘汰
更换“差评课程”。

坚持“全覆盖”，做好导师认证。教育、文旅等
部门首创研学导师职业标准、研学导师资格认证制
度，联合开展研学旅行导师语言、知识、服务技能训
练，目前已经完成全区两批 200名研学旅行导师培
训，实现学校全覆盖，区文旅集团制定《研学旅行导
师奖励若干意见》，为导师提供课程研发、研学服务
的经费保障。

坚持“校本化”，优化研学服务。各中小学校明
确管理人员和教师，专门负责研学旅行工作，定期
组织外出学习培训，切实增强在研学课程开发、主
题确定、组织管理、后勤保障及安全管理方面的专
业性。

教旅融合品牌化，
实现从“自给自足”向“共建共享”转型升级

“聆听窗外声音”是研学旅行的目标导向，也为
学生未来成长提供更多可能。

深入推进研学共同体建设。与文化、文气、文
脉相通的地区联合，携手韶山、邳州、泗洪等地，共
同打造跨区域研学旅行共同体以及推广联盟，相互
开放本地的优质研学资源。

主动联手高端宣传平台。与国家级知名旅行
社合作，参加各类旅游品牌发布会，集中宣传区域
研学旅行；与更多的知名媒体、流量达人深度合作，
加入国内网红旅游网点“朋友圈”，打造跨区域网红
旅游线路，吸引更多区外青少年学生来姜堰研学
旅行。

积极举办研学主题活动。定期承办研学旅行
研讨会、姜堰研学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放大姜堰研
学实践基地的品牌效应，促进区域旅游业发展。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让学校向
四面八方打开，引领学生走出校园，聆听窗外的声
音，在行走中成就更好的自己，过一种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

（作者系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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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教育局 申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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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教授认为：一个学生、一个教师，如果仅
仅生活在校园，仅仅生活在课堂，仅仅阅读教科书，
仅仅做参考习题，听不到窗外的声音，看不到窗外
的世界，这样的教师和学生是难以真正成长的。

山西省临猗县贵戚坊小学学生大多为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生源遍及全县各村。2023年，临猗县
启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建行动，农村的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幅“村美、人和、共富”的画
卷正徐徐展开。

学校与时代同拍，以“和美乡村”为教材，融合
师生共写随笔、培养卓越口才、建设数码社区等新
教育行动，引领学生打开社会这本大书，聆听宜居
乡村蜕变之音、宜业乡村迭代之声、现代乡村奋进
之曲，努力让窗外的声音改变师生的行走方式。

走进乡镇、景区，感受宜居乡村之美

为让孩子们用心发现家乡的美，贵戚坊小学少
先队大队委发起了“家乡换新颜，今天我代言”行
动，引导少先队员利用周末回到家乡，通过观察、采
访、摄影等方式记录家乡的变化，深入体会焕然一
新的农村面貌。

回到学校后，我们打破班级界限，以乡镇为单
位，组建 14个创意社群，让孩子们用独特的方式展
示家乡的新貌。情景剧、快板、纪录片……在学生
的记录与讲述中，美丽乡村的面貌清晰可见。

在“三管银杏园”旅游景区，学生发起了一场
“景区升级行动”。为充分展示银杏林之美，孩子们
以银杏为主打名片，化身创客，设计出憨态可掬的
小狐狸、优雅灵动的芭蕾舞者等银杏创意粘贴画，
银杏叶编织的水果篮，以银杏叶为背景的刺绣手提
包、挎包、T恤等文创产品，深受旅客欢迎，提升了
景区知名度和文创产品销售额。

为提高景区门票营业额，我校数学教师带领学
生利用数学知识制定优惠方案。学生调研后得知，
游览银杏园的客户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周末带

孩子到银杏园放松的本地居民；第二类为小长假期
间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孩子们集思广益，制定出
了针对不同人群的优惠方案：家庭套餐和团购套
餐，这一创意被银杏园管理方采纳，参与创意的学
生团队被授予“最佳创作团队”。

了解乡村品牌，聆听宜业乡村之声

临猗是全国农业大县，素有“百万亩水果公园”
之称。乡村和美，美在农业丰产、百姓增收。贵小
的学生用发现的眼睛在田间地头、农庄工厂寻找生
态发展、科技振兴给乡村带来的巨变。在麻花生产
基地，孩子们学搓麻花，了解麻花销售情况，并饶有
兴趣地为麻花设计了海报；在果脯加工厂，孩子们
体验果脯加工流程；在纸业公司，孩子们见证一张
纸的生产历程。

在智慧观光养殖场猪猪学院内，生猪智能化配
种区、电子饲喂区等刷新了孩子们对生猪饲养的认
知。回到学校，孩子们依据养殖场粪便二次利用知
识，分组群策群力，设计出污水处理流程示意图，其
科学性、严谨性受到了牧业公司的肯定。

庙上乡是中国枣乡，冬枣享誉全国、畅销世界。
依托地方资源，我们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枣知枣懂”
项目化学习。学生走进冬枣合作社，探究坑棚、暖
棚、春棚、雨棚等各类大棚的特点，了解“前店后仓+
枣农”的创新电商模式，聆听“临猗冬枣”品牌认证
的曲折故事。在项目学习成果展示中，孩子们创编
的童话作品《冬枣娃娃的一家》，集中展现了 20多
个冬枣品种。

宜业家乡如一本“活”的教材，引领孩子们感受
无处不在的创新之美，让幼小的心灵与家乡的发展
融合共进。

走近先进模范，传唱乡村奋进之曲

和美乡村，不仅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贵戚

坊小学以“寻找家乡榜样”为契机，引领孩子们走进
乡村，聆听乡邻之间的和谐之音，发现榜样人物的
感人事迹。

学校“鼓舞讲坛”开设了“乡村名人”栏目，
孩子们通过采访、专题讲座等方式，了解各行各
业优秀的临猗人，讲名人故事，学名人事迹。在
对话交流中，家乡名人凭着朴素的大爱走进孩
子们心田：收养 56个孤残儿童，捐资兴学的陈玉
芳；把自家院落改造成文化活动中心的李锋岗；
成立专业合作社，将优质的临猗果品销往世界
各地的王万保……至诚感天，至善为美。身边的
榜样在校园传为佳话，为孩子们补足了精神
之钙。

学生孙炎浩在日记中这样记录自己的感悟：聆
听劳模亲身经历，激发了我的奋斗精神和对家乡的
热爱。我将带着这种传承，努力向上，为家乡添砖
加瓦！

六年级各个班级掀起了为家乡名人颁奖的热
潮，他们通过颁奖词传递对榜样的敬意。这是他们
了解“天龙救援队”的事迹后，写下的颁奖词：“挺身
于危急，救人于危难，啥都不图，只为平安。装着满
满牵挂，忍下一路艰辛。待到风平浪静时，你们悄
然离去，只在天地间留下了——赴汤蹈火，爱不
褪色！”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令人钦佩、使人振奋，温
暖着孩子的心田，擦亮了孩子成长的底色，铸造了
他们勤勉踏实的厚实品格，改变了他们的行走方
式。节假日，许多孩子或回到家乡帮老人采摘水
果，或走进乡村工厂，感受科技带来的现代产业
变革。

在聆听窗外声音的行程中，在“和美乡村”这片
土地上，贵小 2000多名孩子种下了崇尚科学、学习
模范、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种子，未来的日子里，
这一颗颗种子一定会绽放出一朵朵绚丽的生命
之花。
（作者系山西省临猗县贵戚坊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构建无边界的学习场构建无边界的学习场
■山西省临猗县贵戚坊小学 张展玉

“少年骑骏马，意气两相骄。
驰骋春风里，人看满渭桥。”轻盈
的时光缓缓流过，深深留下成长
的足迹。初为人师时，新教育的
春风吹入我的心田，并引领我
坚定行走在教育一线。20年来，
我和许多同行者一道，不忘初
心、开拓创新，追随着新教育的
脚步追逐“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
育生活”。我们将集邮教育与新
教育相融合，与孩子们一起聆听
窗外别样的声音。

校园文化——
让每一个生命得到舒展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留
村小学是坐落在京广铁路边上
的一所村办学校，始建于 1945
年，已有近 80年的历史。近年
来，学校由六七个教学班，快速
增长至 37个教学班，办学规模
日益壮大。为了提升办学质量，
在苦苦寻觅中，我们想到了朱永
新教授说过的话：“学校教育缺
乏文化，会把孩子带到一个抽
象、片面的地带，文化的缺失带
来精神的浮躁甚至荒芜，教出来
的孩子可能是有知识没灵魂、有
记忆没有根底的‘怪物’。而解
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让学校
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和文化的
价值。”学校文化是学校凝聚力
和活力的源泉，是学校的灵魂。

多年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在
“邮票”上，开创了以“邮”为载体
的校园文化。 我们成立了桥西
区首家少年邮局，见信如面、展
信舒颜，成为留小学生别样的幸
福体验。我们还结合新教育晨
诵活动，引导学生在了解节气习
俗、生肖故事、物候特征、传统文
化等元素后，设计出了独一无二
的邮戳以及明信片。孩子们的
独特创意受到了集邮爱好者的
追捧：本地集邮爱好者来到学校
盖戳邮寄，外地爱好者纷纷来信
求盖戳。在邮局里，孩子们一笔
一画写下心中的思绪，小心翼翼
地撕下精美的邮票，贴在信封或
明信片上，满怀希望地投进邮
筒里。

我们拓展少先队育人阵地，
在校园里成立“快邮驿站”。教
学楼内，“小邮差”们将有标识
的失物送回主人身边；驿站内，

“小邮差”们将爱心物品打包邮
寄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他们
身体力行，传承“雷锋精神”。

“石门老少传邮爱”活动、“邮局
体验，快乐无限”实践活动、助力
召开河北省集邮协会第九次代
表大会……学生在活动中尽情
聆听“窗外的声音”。孩子们在

“邮文化”独特魅力的感染下，激
发潜力、舒展个性、展示才能。

“邮票+”课程——
让每一个生命得到张扬

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到自然风光、风土人情，
一枚枚精美的邮票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我
们推出“我与集邮家面对面”课程，通过一次次专家
分享，让学生了解了邮票的来历、内容、分类、发展变
化。带有巧克力香味的邮票、陶瓷邮票、水晶邮票、
陨石邮票等，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我们利用与课文内容高度相关的邮票，吸引学
生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如语文教师借
助“三国”系列邮票，向学生讲述“草船借箭”“桃园三
结义”“三英战吕布”“煮酒论英雄”等故事，一个个鲜
活的故事让学生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我校也因
此生成了独有的“邮票+学科”延伸课程。

作为一种艺术品，邮票保存需仔细、认真。在集
邮活动中，这些习惯潜移默化地伴随着学生成长。
在欣赏、制作专题邮集时，师生从邮票中体会“竹杖
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闲适与从容，体会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荡气回肠。
“‘邮’你向未来”开学典礼开启了学生入校第一

课；“以‘劳’为美，‘邮’见成长”劳动系列课程让学生
增长了生活技能；“‘圾’时分类，‘邮’你同行”主题活
动让学生学会了低碳生活，保护环境。矩阵式课程
体系实现了“小天地大作为”。

研学活动——
让每一个生命得到滋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以“邮”为媒，展开了
以“研学邮历”为主题的项目式学习。一枚枚邮票连
接了过去与未来，小小邮票化身导“邮”，孩子们了解
了邮票知识后，带着邮票，跟着邮票去旅行，开启一
次次行走。

天下第一桥——赵州桥，千年古刹——隆兴寺，
革命圣地——西柏坡……每一张邮票都展示了神州
大地的秀美风景，一草一木都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
的底蕴。我们构建了跨学科研学体系，让孩子们在
小小邮票中探寻人生的意义，在行走中构建三观。
他们与家人一起策划活动，一起欢笑，在行走中览山
河、品奇观、阅古今，让生命得到了滋养。

品“邮味”、讲“邮学”、展“邮品”、享“邮事”……
留小师生一道点亮“邮征程”。“邮”文化课程的延展
让点滴星光汇聚成了璀璨星河。学校实现了学科知
识与学生生活实践的深度融合，构建了沉浸式生命
教育课程，实现了基础教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聚光蓄能，厚积流光。新教育的引领成为学校
教育高品质发展的“引擎”，形成了师生幸福成长的

“强磁场”。窗外的声音那么美妙，它与学生的发展
同频共振，我们在这共振中迎接着教育的诗与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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