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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泉宝水孕一方沃土

人杰楷模筑时代发展

课程对象: 初中一、 二年级学生

参与人数: ５００ 人

时间安排: １ 天

研学地点: 新乡市宝泉旅游度假区

编 者 按: 本课程以新乡市宝泉旅游度假区为研学点ꎬ 初中一、 二年级

学生为主要课程对象ꎬ 以水利科技探究为学习内容ꎬ 根据学情、 研学资源特

点和现场具体情况ꎬ 使学生在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同时ꎬ 培养其团结合作能力、

自主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ꎮ 课程包括学科知识学习、 科学实验体验、 科学创

新实践等多种类型ꎬ 内容紧密联系课本知识ꎬ 发散学生思维ꎬ 将知、 行、 研、

教融会贯通ꎬ 操作性强ꎬ 教育意义突出ꎮ 同时ꎬ 通过寓教于乐ꎬ 让学生感受

先辈楷模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精神ꎬ 激发学生爱国情怀ꎬ 培养学生努力成

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人翁意识ꎮ

一、 研学资源

宝泉旅游度假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ꎬ 属于典型的峡谷生态观光景区ꎬ 总

面积 １１０ 平方千米ꎬ 是国家森林保护区ꎬ 国家级重点生态公益林和太行猕猴

保护区ꎬ 年平均气温 １０℃左右ꎬ 气候宜人ꎬ 空气清新ꎮ 研学实践活动设置有:

磅礴水坝育一方沃土、 桃花十里取水思变迁、 欢乐岛上感美好生活、 宝泉楷

模植民族精神、 水力发电推时代发展、 瀑布青山赏自然风采等课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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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生态研学之旅

二、 研学目标与任务

(一) 研学目标

１ 知识与能力目标

了解宝泉水库修建的背景和历史ꎬ 学习宝泉水库的作用和重要意义ꎬ 汲

取宝泉水库的精神力量ꎮ 学习治水、 用水、 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知识ꎻ 通过

探寻潭头水电站的奥秘ꎬ 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ꎻ 学习水力发电站的工作

原理ꎬ 拓展学科知识ꎮ

２ 过程与方法目标

在学校教师、 研学导师的引导下ꎬ 通过研学前的查找资料、 预设问题ꎬ 研

学中的参观访问、 观察思考、 互动交流、 团队协作、 科学实验、 分析探究问题ꎬ

研学后的资料整理和反思总结、 撰写研学报告、 展示研学成果ꎬ 激发学生的科

学探究精神ꎬ 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ꎮ

３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学习内容贯穿桃花坪、 欢乐岛、 潭头水电站、 见龙瀑、 科学小屋和文化

长廊ꎬ 学生可以切身体会宝泉旅游度假区的人文底蕴ꎬ 领悟水利工程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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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及重要意义ꎬ 感受先辈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ꎻ 在寓

教于乐的课程活动中ꎬ 引导学生继承和弘扬 “太行精神”ꎬ 培养其家国情怀ꎬ

在未来真正做到 “实干兴邦”ꎮ

(二) 研学任务

１ 体验科学乐趣

通过实地参观潭头水电站内部的发电机组ꎬ 在科学小屋进行水力发电和

风力发电的实验ꎬ 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ꎬ 加深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ꎬ 激发

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动力ꎮ

２ 传承红色基因

通过参观宝泉水库大坝、 观看纪录片等形式ꎬ 学习从抗日战争的太行烽

火ꎬ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年代英模群体的不怕吃苦、 敢为人先的红色精神ꎮ

使学生铭记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ꎬ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ꎬ 感受红色精神ꎬ 继

承和发扬先辈优良传统ꎬ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ꎮ

３ 增强创新思维

通过团队活动、 收集分析资料、 动手实践ꎬ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

集体荣誉感ꎬ 提高学习效率ꎬ 增强创新意识和思维能力ꎬ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ꎻ

在集体生活中加强自我管理ꎬ 勇于担当责任ꎬ 不畏困难、 关爱同学ꎮ

三、 研学课程安排实施

(一) 研学课程安排

课程时间 课程地点 课程主题及内容 课程目标

上

午

０８: ３０—０８: ４５
宝泉水库

大坝

　 “磅礴水坝育一方

沃土” 开营仪式ꎮ 体

验教学: 负重 “甘露”

　 开启研学之旅ꎻ 为每位学

生发一瓶宝泉 “甘露”ꎬ 要

求负重登高

０８: ４５—０８: ５５ 　 由宝泉水库大坝乘车前往桃花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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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时间 课程地点 课程主题及内容 课程目标

上

午

０８: ５５—０９: ２５ 桃花坪

　 桃花十里取水思变

迁ꎮ 体验教学: 打水

工具 体 验 现 场 教 学ꎬ
观看水上飞人表演

　 参观游览桃花坪景色ꎬ 观

看水上飞人秀ꎬ 利用不同年

代的打水工具进行体验活动ꎬ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致ꎬ 思考

打水工具的原理ꎬ 感悟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

０９: ２５—０９: ３０ 　 由桃花坪步行前往欢乐岛

０９: ３０—１０: ５０ 欢乐岛

　 欢乐岛上感美好生

活ꎮ 体验教学: 欢乐

岛体验

　 学生体验欢乐岛项目 (攀
爬类、 小水寨、 光影之城、
碰碰车等)ꎬ 增加研学的趣味

性及体验今天的幸福生活

１０: ５０—１１: ２０ 　 由欢乐岛步行前往潭头水电站

１１: ２０—１２: ００
浮雕墙、
潭头水

电站

　 宝泉楷模植民族精

神ꎮ 现场教学: 了解

十大人物ꎮ 情景教学:
小小讲解员

　 水力发电推时代发

展ꎮ 现场教学: 参观

发电机组ꎮ 实践教学:
水力发电模型实验

　 观摩水电站ꎬ 了解潭头水

电站工程建设背景ꎬ 学习为

辉县发展做贡献的楷模人物

故事ꎻ 通过参观水电站及沉

浸体验进一步认识水利工程

建设的作用ꎬ 增强学生对科

技发展的兴趣

中

午
１２: ００—１２: ５０ 　 在瑶溪客栈午餐ꎬ 由瑶溪客栈步行前往见龙瀑

下

午

１３: ００—１３: ３０ 见龙瀑

　 瀑布青山赏自然风

采ꎮ 现场教学: 水文

知识科普ꎮ 体验教学:
击 “垒” 小游戏

　 感受宝泉碧水青山之美ꎬ
学习宝泉水体特征ꎬ 提高生

态保护意识ꎮ 通过击 “垒”
游戏ꎬ 引出宝泉水库大坝稳

定坚固的重要性ꎬ 培养学生

吃苦耐劳的精神

１３: ３０—１３: ５０ 　 由见龙瀑步行前往宝泉科学小屋和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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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时间 课程地点 课程主题及内容 课程目标

下

午

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
科学小

屋、 文

化长廊

　 走近科学引创新思

维ꎮ 实践教学: 水力

发电实验ꎬ 风力发电

实验ꎮ 现场教学: 参

观文化长廊

　 动手制作发电机模型ꎬ 让

学生了解水力和风力发电原

理ꎬ 切身体会科学乐趣ꎮ 参

观文化长廊的往期研学作品ꎬ
感受研学旅行乐趣ꎬ 激发学

生的创作兴趣

１５: ００—１５: ３０ 科学小屋

　 文化廊道研学无止

境ꎮ 闭营仪式ꎮ 收集

和反馈学生意见

　 通过总结、 交流、 分享研

学体验ꎬ 帮助学生梳理本次

研学所得ꎬ 提高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ꎬ
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

１５: ３０ 　 返程

(二) 课程内容

课程一　 磅礴水坝育一方沃土

课程时间: １５ 分钟

课程地点: 宝泉水库大坝

宝泉水库大坝

研学过程:

开营仪式演讲

稿 (教师篇)

(１) 集合准备ꎮ 在宝泉水库大坝集合ꎬ

每组分配一名研学导师全程带队ꎮ

(２) 开营仪式ꎮ 教师代表讲话ꎬ 向学

生说明研学行程安排ꎬ 阐述后期课程安

排ꎬ 并针对研学的意义、 主题、 组织形式

等方面进行讲话ꎬ 然后举行授旗仪式ꎮ

(３) 研学开始ꎮ 在大坝前ꎬ 研学导师从宝泉人民当今生活之

便、 宝泉旅游度假区建设之美、 宝泉水利之精等方面对宝泉水域

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整体概述———从自然水域到山水宝地ꎬ 从洪

水灾害到修堤建坝ꎬ 从灌溉农田到水力发电ꎬ 引领学生通过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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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宝泉水利用的古今变化如何映射了宝泉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ꎮ 然后ꎬ

研学导师提出相应问题ꎬ 并引导学生回答ꎮ

开营仪式

取水工具

课程二　 桃花十里取水思变迁

课程时间: ３０ 分钟

课程地点: 桃花坪

课程内容:

(１) 观看水上飞人表演ꎮ 由研学导师和带队教师组织学生有秩序地观看

水上飞人表演活动ꎮ

(２) 取水工具体验ꎮ 观看完水上飞人表演之后ꎬ 由研学导师和带队教师

带领ꎬ 参观游览桃花坪ꎬ 通过体验沿途不同年代的打水工具ꎬ 提出问题ꎬ 引

领学生思考打水工具应用的原理ꎬ 通过感受宝泉旅游度假区的现代化建设成

果ꎬ 感悟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ꎮ

课程三　 欢乐岛上感美好生活

课程时间: ８０ 分钟

课程地点: 欢乐岛

课程内容: 欢乐岛体验

带队教师带领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体验ꎬ 包括攀爬项目、 小水寨、

光影之城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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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讲解词

课程四　 宝泉楷模植民族精神

课程时间: １０ 分钟

课程地点: 浮雕墙及英模人物展示区

课程内容:

(１) 参观英模人物展示区ꎮ 根据长廊左侧的英模人物ꎬ 向学生介绍当地

的模范先进人物ꎮ

(２) “我是小小讲解员”ꎮ 由每个小组代表对浮雕墙和英模人物事迹进行

讲解ꎮ

英模人物展览墙

水力发电

讲解词

课程五　 水力发电推时代发展

课程时间: ３０ 分钟

课程地点: 潭头水电站

课程内容:

(１) 参观发电机组ꎮ

１) 水电站建设的意义ꎮ 研学导师讲解潭头水电站建设的意义ꎬ 并引导学

生回答问题ꎮ

问: “为什么要进行水电建设?” “水电建设的意义是什么?”

答: 水力发电利用的多是河川、 湖泊等位于高处、 具有势能的水ꎬ 这些

水流至低处时ꎬ 其中所含的势能转换成水轮机的动能ꎬ 再以水轮机为原动机ꎬ

推动发电机产生电能ꎮ

２) 水电建设的原理ꎮ 带领学生参观水轮机组发电模型ꎬ 了解水电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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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ꎬ 利用地面投影展示水力发电原理ꎬ 制作类似 ３Ｄ 动画的水力发电地面投

影ꎬ 增强学生的沉浸式体验感ꎮ

水力发电原理投影展示

水力发电原理模型

３) 观察水力发电模型ꎮ 观察水力发电

模型ꎬ 了解水力发电模型的工作原理和构

造ꎮ 动态仿真水电站模型演示发电全过程与

现实中的水力发电机组发电完全相符ꎬ 实验

时只需按动电键给水箱加水ꎬ 打开水箱阀门

即可发电ꎻ 学生可直接观察水轮发电机组的

各部分形状与动态ꎬ 以及水流通过各部分时

的状态ꎮ

水电站及

其模型

(２) 参观水电站外观ꎬ 了解水力发电的特点ꎮ

课程六　 瀑布青山赏自然风采

课程时间: ３０ 分钟

课程地点: 见龙瀑

课程内容:

探究见龙瀑

(１) 水文知识科普ꎮ 由研学导师对见龙瀑形成原因、 见龙瀑所

在山体成因、 相关地质构造知识ꎬ 以及山坡上植物的作用等进行讲

解说明ꎬ 增加学生的地理知识ꎮ 研学导师可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

１) 见龙瀑的形成原因是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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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龙瀑

２) 见龙瀑是否对湖面石头具有侵

蚀作用?

３) 观察石头的形状和分布ꎬ 思考

瀑布对石头的作用有哪些? 例如搬运、

水位变动痕迹等ꎮ

４) 利用水的落差能做什么?

(２) 击 “垒” 小游戏ꎮ 研学导师

公布游戏规则ꎬ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ꎬ

每小组按照各自讨论的形状ꎬ 用开营仪式时发给每个人的瓶装矿泉水ꎬ 垒成

矿泉水水坝ꎮ 然后ꎬ 由竞争小组代表使用研学导师事先准备好的皮球ꎬ 在指

定处模仿 “打保龄球” 的方式ꎬ 击倒垒好的矿泉水水坝ꎮ 最终按照矿泉水

“保持原样” 数量的多少ꎬ 评出一、 二、 三等奖ꎮ 以此游戏为切入点ꎬ 由研学

导师向学生讲解为什么宝泉水库大坝必须修建成既稳定又强固的梯形ꎬ 因为

大坝需要有效地抵挡比皮球力量大无数倍的洪水的冲击ꎮ

课程七　 走近科学引创新思维

课程时间: ３０ 分钟

课程地点: 文化长廊和科学小屋

课程内容:

(１) 水力发电模拟实验ꎮ 用材质为塑料和电子元件的水力发电机模型ꎬ

进行水力发电实验ꎮ 水力发电实验的原理是利用水位落差ꎬ 配合水轮发电机

产生电能ꎮ 也就是利用水的势能转化为水轮的机械能ꎬ 再以机械能推动发电

机ꎬ 从而得到电能ꎮ

(２) 风力发电模拟实验ꎮ 用材质为木料、 塑料和电子元件的风力发电机

模型ꎬ 进行风力发电实验ꎮ 其原理是将风能转化为电能ꎮ

课程八　 文化廊道研学无止境

课程时间: ２０ 分钟

课程地点: 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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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１) 参观文化长廊ꎮ 这里的侧墙壁展示有研学队伍的投稿作品ꎬ 作品形式

多样ꎬ 包括摄影作品、 创作性文章和诗歌、 海报、 手抄报、 创意手工作品等ꎮ

学生在分批进入科学小屋做实验的同时ꎬ 其他学生可在文化长廊观摩和稍息ꎮ

文化长廊和科学小屋

(２) 学生集合、 总结ꎮ 所有活动结束之后ꎬ 由研学导师和带队教师组织

教师总结发言

学生举行闭营仪式ꎬ 宣告为期一天的研学活动结束ꎬ 带队教师进

行总结ꎮ 鼓励学生互相交流、 自愿发言ꎬ 表达自己的感悟或想法ꎬ

总结所学所得ꎮ

(３) 意见收集和反馈ꎮ 给学生发明信片ꎬ 鼓励学生结合个人

体验ꎬ 提出关于宝泉研学更好发展的意见和感悟ꎬ 并写在明信片上寄出ꎮ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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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学评价

(一) 自评互评

按照原有班级情况ꎬ 每个小组使用研学过程中收集的资料ꎬ 包括但不限于

用拍摄的照片和小视频做成的海报、 ＰＰＴ (演示文稿)、 ｖｌｏｇ (视频博客)、 文章

等形式ꎬ 进行最终的研学成果展示ꎬ 每组的讲解时间为 ５ 分钟ꎬ 注意声像并重ꎬ

提高大家的兴趣和学习效果ꎬ 每个人可以提交个人成果ꎬ 学校评出 １０ 个优秀的

作品给予表彰ꎬ 并推荐参加 “宝泉杯” 研学作品大赛ꎮ 展示结束后ꎬ 每组同学

的汇报成果由其他组成员从趣味性、 创意性、 学习性三个方面进行打分ꎬ 最后

总结出三个获奖小组ꎬ 分别获得最具趣味奖、 最佳创意奖和最会学习奖ꎮ

自评互评打分表

序号 组长 小组成员 展示形式 趣味性 创意性 学习性

１

２

３

４

(二) 总体评价

课程评价表

课程名称: 　 　 　 　 　 　 　 　 　 　 　 　 　 　 　 　 课程时间: 　 　 　 年　 　 月 　 　 日

课程地点: 　 　 　 　 　 　 　 　 　 学生姓名: 　 　 　 　 　 　 　 年级 /班级: 　 　 　 　 　

过程评价类别 评价等级
自我

评价

组长

评价

教师

评价

态

度

主动参与
Ａ 主动参与所有活动　 Ｂ 偶尔主动参与活动

Ｃ 听从分配参与　 Ｄ 拒绝参与活动

认真对待
Ａ 认真对待所有课程　 Ｂ 偶尔认真对待课程

Ｃ 机械完成任务　 Ｄ 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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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过程评价类别 评价等级
自我

评价

组长

评价

教师

评价

态

度

自我管理
Ａ 严格的自我管理　 Ｂ 合格的自我管理

Ｃ 低标准自我管理　 Ｄ 不进行自我管理

责任担当
Ａ 勇于承担责任　 Ｂ 愿意承担责任

Ｃ 被动承担责任　 Ｄ 逃避责任

团队合作
Ａ 主动与他人合作　 Ｂ 接受他人合作邀请

Ｃ 被动参与合作　 Ｄ 拒绝团队合作

帮助同学
Ａ 主动帮助同学　 Ｂ 被动帮助同学

Ｃ 不愿沟通　 Ｄ 拒绝提供帮助

礼貌修养
Ａ 尊重他人　 　 　 　 　 Ｂ 个人行为举止需提高

Ｃ 漠视他人ꎬ 不礼貌　 Ｄ 说脏话ꎬ 不尊重他人

能

力

资料收集
Ａ 多种途径ꎬ 全面收集　 Ｂ 收集较为丰富

Ｃ 资料收集单一　 Ｄ 难以自主收集资料

语言表达
Ａ 语言得体ꎬ 表达精准　 Ｂ 语言流利ꎬ 表达准确

Ｃ 语言通顺ꎬ 表达一般　 Ｄ 语言不通ꎬ 表达混乱

任务完成
Ａ 按时超额完成任务　 Ｂ 按时完成任务

Ｃ 超时完成任务　 Ｄ 未能完成任务

人际交往
Ａ 善于沟通ꎬ 与人友善　 Ｂ 友好待人ꎬ 沟通较少

Ｃ 只与较少人交流　 Ｄ 以自我为中心

思

维

质疑探究

Ａ 能提出合理质疑并探究

Ｂ 听到质疑时参与思考探究

Ｃ 有所质疑ꎬ 不愿探究

Ｄ 不质疑、 不探究

创新发现

Ａ 课程中提出新发现或创新观点

Ｂ 能从新角度思考问题

Ｃ 能根据提示发现问题

Ｄ 只能看到现有表面事物

过程评价等级 Ａ 优秀　 Ｂ 良好　 Ｃ 合格　 Ｄ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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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果评价类别 评价等级 教师评价

研学任务 Ａ 优秀　 Ｂ 良好　 Ｃ 合格　 Ｄ 不合格

研学成果 Ａ 优秀　 Ｂ 良好　 Ｃ 合格　 Ｄ 不合格

成果评价等级 Ａ 优秀　 Ｂ 良好　 Ｃ 合格　 Ｄ 不合格

教师总评级

(报送单位: 河南宝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预案

　 　

致家长的

一封信

河
南
省
基
础
教
育
资
源
公
共
平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