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溯本求源的课程支持 
 
——研学旅行之“中华文化寻根”课程建设 

任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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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价值：世界因我更美好（校训） 

生活方式：和而不同，乐在其中（校风） 

集体人格：仁、智、勇、乐 

北京中学校园文化简介 



 3 

享幸福人生 · 做中华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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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课程 

核心 
素养 

基础课程 

拓展课程 

潜能课程 

学院 

服务 

雅趣 

阅历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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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缘起 

课程
开发 

中华文化 

案例
呈现 

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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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文化寻根”课程的缘起 

交流 

交融 

交锋 

中国精神
传统 

西方现代
性与后现
代性观念 

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呾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仸务的重
要基础，是民族凝聚力呾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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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指导纲要》中指出： 
在中学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增强理
解力、提高认同感、感悟精神内涵、增强文化
自信为重点，发展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弻
属感、自豪感、责仸感。 
 

一、“中华文化寻根”课程的缘起 

根 

人类优
秀文明
成果 

中华优
秀传统
文化 

社会主
义核心
价值观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教育内容的系
统性、整体性明显不足，重知识讲授、轻精神
内涵阐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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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
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 

• 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 

• 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80年校庆时的讲
话  

 

习总书记谈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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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
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习总书记谈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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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
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习总书记谈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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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 

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 

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 

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 

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 

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 

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 

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 

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 

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 

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 

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 

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 

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 

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
讲话中，习近平列举了15个传统文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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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华民族精神作为基本内核融入 
学校的课程体系之中 

 爱国
主义 

团结
统一 

爱好
和平 

勤劳
勇敢 

自强
不息 

独立
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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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历课程 
阅
读 

讲
堂 

表
达 

游
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万家言、说万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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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历系列 

BA大讲堂 学科阅读 表达 
中华文化
寻根之旅 

走进自然  走进博物馆  

阅 历 

阅历课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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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六年级 100首 

七年级 100首 

八年级 100首 

九年级 50首 

总计 350首 

古诗词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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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天下——时事达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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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4年 

12次寻根之旅 

10个省，28个城市 

超过10000公里行程 

300余个课题 

90万字的报告 

中华文化寻根之旅 

2013-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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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器综合学习 

综合社会
资源，让
学生在特
定情境中
萌发学习
热情。 

综合学科
知识，让
学生在青
铜的世界
里沉醉。 

拓展延伸、
让学生整
合身边资
源对青铜
器进行深
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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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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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精神对话的平
台 

阅读 营造阅读氛围 

让阅读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 

创建阅读条件 
形成阅读机制 

聆听 
BA大讲埻 

多主题、多主体 

聆听世界的声音 
关注中外融合 
让学生走上大讲埻 

演讲 

表达 辩论 

在表达交流中提升 

戏剧 
口语测试 
微信公众号 

建设行走大地的课
埻 

     亲近自然 

春季 
学校确定规则，学生制定方案 
公开答辩质询，班级方案实施 3.28走进自然 

活动总结评估 

秋季 野外露营拓展 

    博物馆知天下 

    中华文化寻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悟 
研究性学习开展的平台 
跨学科整合的契机 
服务意识、实践能力展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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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文化寻根”课程的开发 

“研学旅行”一词最早见于2013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2013—2020年) 》 
 
  2016年底, 教育部、发改委、旅游局等11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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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路设计上，以历史为线索，确定集聚周秦汉唐的秦陇之旅，
跨越上古至唐宋的中原之旅；以文化为线索，选择齐鲁、徽州、
丝路之旅；以地域为线索，选择吴越、巴蜀、内蒙之旅。  

中
华
文
化
寻
根
之
旅 

在模块设计上，以自然为线索，足迹跨越黄山、泰山、峨眉山、
黄河、长江、水乡、草原呾高原；以优良革命传统为线索，弘扬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在台儿庄、在白公馆、在延安感悟艰苦奋
斗、勇于牺牲、开拓创新、坚持真理的民族精神、革命精神；以
民俗为线索，体验饮食、礼仪、节庆、文娱生活等各个地方人民
的生活、生产、风尚习俗；以非遗为线索，涉及戏剧、绘画、音
乐呾传统工艺，如：老腔、评弹、变脸、皮影、呼麦、笔墨纸砚
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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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设计上，关注学生体验呾生成，以研学为线索，通过课题
研究、学习单、旅行日志，学生在行中学、学中行；以志愿服务
为线索，设置活动策划、导游讲解、宣传报道、生活管理等岗位，
学生跨越班级、年级开展自主管理，培养责仸感、实践能力呾创
新精神。 

中
华
文
化
寻
根
之
旅 

在主体参与中，学生经历着基于真实情境的问题解决，离开父母
的独立生活锻炼了个人生活能力，宾馆中的安全疏散演习建立了
集体安全意识，跨年级的学长制锻炼了对他人负责的意识呾分工
协作的能力。研学旅行，促进学生深度体验与学习，使情感体验、
知识收获、人际关系、社会阅历同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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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中
华文化 

研究性 

学习 

跨学科
的整合 

综合能
力提升 

跨年龄
的共处 

生存技
能的训

练 

与自然
的亲密
接触 

意志与
体能的
锤炼 

阅历课程 
八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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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寻根”课程的开发架构 

北京中学 

校长 

 

教师发展中心 

 组织指导教师
的相关培训 
设
计
学
习
单 

拟
定
选
题 

文
献
检
索 

学生 

 

学生发展中心 

 
准备阶段 

踩
点 

分
组 

确
定
课
题 

开
题
答
辩 

实施阶段 

..

..

.. 

总结阶段 

成
绩
汇
总 

中
期
汇
报 

资
料
汇
编 

主管校长 

课程发展中心 

确定课程研究
的方向 

项
目
设
计 

课
题
发
布 



云端资源 
1.教师和学生设计的学习单 
2.研究项目申请单及过程记录 
3.“踩点先行官”制作电子书 

自主选择 

自主学习 

自主沟通 

• 学生从学校云平台下载教师、学生制作的学习单，选择要完成的三份 

• 学生根据共享的电子书上行程安排、景点特色、注意事项、研究建议确定

研究项目 

• 学生下载、完成课题研究申请表，制作课题研究方案的汇报ppt进行答辩 
 

•在iPad上完成所选择的三份学习单 

•完成课题研究过程中的问卷分析，访谈资料的整理等 

•小组共同完成旅行日志 

•根据行程中小组感兴趣的内容设计制作一份电子小报 

•利用iPad进行阅历课程成果的整理，并以ppt、iMovie等形
式进行展示 

 

•宣传报道组利用微信实时与家长沟通活动进程 

•编写官微深度报道活动的体验、收获 

中
华
文
化
寻
根
之
旅 

在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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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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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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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评价 

原则 

发展性原则、多元性原则、全程性原则、激励性原则 

内容 
 学习的态度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 
 获得的认识、体验及方法技能的掌握情况 

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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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成果展示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要点 

评价标准 

评价等级 
四星（★★★★） 三星（★★★） 二星（★★） 

一星 
（★） 

准备阶段 
确定的主题         ☆☆☆☆ 

制定的方案         ☆☆☆☆ 

实施阶段 

活动方式与方法         ☆☆☆☆ 

活动步骤与环节         ☆☆☆☆ 

学生活动能力 
        ☆☆☆☆ 

        ☆☆☆☆ 

总结阶段 

结题展示准备情况         ☆☆☆☆ 

展示成果形式多样         ☆☆☆☆ 

成果有创意         ☆☆☆☆ 

成果的科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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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民族精神
象征 

感受泰山文化 

传承儒家文化 

感悟民族精神 

人与自然
和谐 

探寻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文社会
和谐 

探究当代和谐社会的文化源头 

在非遗传承中创新 

三、“中华文化寻根”课程建设案例——齐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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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结构 

台儿庄运
河古城 

历史的丰碑 

运河文化的承载体 

曲阜三孔 

孔府 

孔庙 

孔林 

泰山 

中华民族的象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中华文化寻根”课程建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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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框架 

准备阶段 

实施阶段 

总结阶段  

 踩点先行官  
 学长招募、招募导游旗设计方案 
 分组选导师 
 确定研究主题 
 选择学习单 
 行前电子书的编制 

 
 做学习单 
 进行课题研究 
 进行志愿服务 
 完成旅行日志 

 中期成果汇报 
 最终结题评价 
 参赛项目申报 
 完成旅行日志 
 完成学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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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文
化
寻
根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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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政治 

音乐 
美术 

台儿庄建筑 
艺术研究 

台儿庄历史演 
变过程探究 

语文 
数学 

台儿庄古城保 
护之研究 

学习项目 

课题研究 

学习主题 

学习单 

城市追踪 

 台儿庄古城综合学习 

建筑 

环保 
人文 

艺术 

涉及学科 

书法 
地理 

台儿庄的招牌 
文化探究 

学习途径 

“追踪非遗” 
（鲁南琴书） 

在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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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 

招募课
题学长 

自愿结成
四人小组 

选择指
导教师 

确定研
究主题 

制定研
究方案 

进行开
题答辩 

完善研
究方案 

活动实施 
中期成
果汇报 

课题结题 
参赛项
目申报 

项目研究流程 



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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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中学 

志愿服

务组 

生活 

管理 

导游 

服务 

宣传 

报道 

活动 

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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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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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泰山有约定 
 

走过秦松汉柏唐朝的槐， 

跨过时光铺成的石阶， 

抬眼望不尽的峻峭峰峦。 

泰山我来了！ 

相约您，千年不变你的容颜。 

“去看山，世界很大，早点出去看看。 

去看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父亲的嘱托，母亲的叮咛，犹在耳畔。 

穿过寂静的庙宇，朝圣摩崖石刻“天下大观”。 

来到孔子登临处，越过千年时光。 

 

泰山我来了！ 

传承您，千年汩汩流淌的血脉。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仁智勇乐， 

今日如此闯入我心怀。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面对眼前这无边的山峦云海， 

谁不诗性万端？ 

我与泰山有个约定， 

这一约就是中华五千年。 

                             ——2017级 曾颜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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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悟语录 

    真正的鲁剧在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我听了以后心里
一震！鲁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啊，为什么现在它变成了稀有
的？如果连中国人都不能够熟悉它、了解它，那么更别说
传承了。我们要多去了解，才能做鲁剧的传承人。 

——2015级 李婉琪 
    那些碑文，或行云流水，或公正刚劲，或柔若无骨，
或气势滂沱，或小家碧玉，均有各自的特色，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情感。透过它们，能看见那穿梭于千年的等待，和
他们那颗心。                                                      

 ——2016级  范欣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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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素养课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雷兴山 
 
•       把文化植根于旅行，促进学生深度体验与学习，使

情感体验、知识收获、人际关系、社会阅历同步成长。 
•       把研学植根于旅行，使学生丰富知识，拓展视野，

增强文化底蕴。   
•       把服务贯穿于旅行，志愿服务成为“中华文化寻根

之旅”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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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建设蓝天下的课堂 

互联互通，实现自由自主的学习 

教学做合一 

（创、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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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课程建设的思考 

•  研学旅行是有系统、有计划的学习活动。有目的、有
计划的研究和学习，使学生丰富知识，拓展视野，增
强文化底蕴。 

• 研学旅行应给学生提供一种知觉、情感和思考的生活
经验，以促进其自我生命经验的建构。 

• 师生在研学旅行中共同过一种“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的社会生活，面对各类问题，游历磨练，共同
思考、体验、成长。 

任炜东.溯本求源的课程支持[N].中国教师报. 2017-11-1(13)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