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４４　　

从自然孕育而来　 向世界璀璨盛开

课程对象: 初中一、 二年级学生

参与人数: ５００ 人

时间安排: ３ 天

研学地点: 河南博物院、 河南自然博物馆、 平顶山叶县标准化农田基地、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文化旅游项目

编 者 按: 本课程依托河南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优秀的文化旅游产业项目ꎬ

融合历史线索ꎬ 从地理视角研读中原文化ꎬ 探索其传承脉络和发展的新形式ꎬ

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学科跨界的综合思维观ꎬ 激发学生争做出彩河南人

的向上力量ꎮ

一、 研学资源

河南简称 “豫”ꎬ 古称中原、 中州、 豫州ꎬ 居 “九州” 之中ꎬ 中原指的

是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ꎬ 狭义上指今天的河南省ꎮ 所

谓 “得中原者得天下”ꎬ 中原大地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枢纽ꎬ

起着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ꎮ 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带上的瑰丽明珠ꎬ 传承好中

原文化ꎬ 将极大提高黄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ꎮ 同时ꎬ 对中原文化进行深度发

掘与创新发展ꎬ 激活其经济价值ꎬ 是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途径ꎮ

本研学课程通过五个具体场景ꎬ 让学生认识地理环境条件与中原文化的

关系ꎬ 思考中原文化的根基、 优势与未来发展方向ꎮ

(一) 河南博物院

河南地下文物全国第一ꎬ 地上文物全国第二ꎬ “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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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ꎮ 通过参观河南博物院ꎬ 了解中原文化精粹ꎬ 明晰其

发展脉络ꎬ 感知其久远历史和深厚意义ꎬ 思考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巨大影响ꎮ

(二) 河南自然博物馆

参观这座独具中原特色的博物馆ꎬ 利用馆内资料ꎬ 从整体上认识河南的

自然地理条件ꎬ 如地质演变、 地形地貌、 气候、 水文、 土壤、 生物类型等ꎬ

探究孕育中原文化的自然物质基础ꎮ

(三) 平顶山叶县标准化农田基地

参观平顶山叶县标准化农田基地ꎬ 认识标准化农田和现代农业发展ꎬ 了

解河南作为中国粮仓的重要地位ꎻ 认识中原农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ꎻ 思考农

耕文明对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ꎻ “留住乡愁ꎬ 做美田头”ꎬ 让村民吃上 “旅游

饭”ꎬ 结合叶县农业生态公园实例ꎬ 说明农文结合的新方式ꎮ

平顶山叶县标准化农田基地

(四) 河南电视台播放的奇妙游系列节目

观看河南电视台播放的 “国风” 文艺作品ꎬ 感受中原文化雅韵ꎬ 思考如

何打造文化名片ꎬ 提升中原文化 “软实力”ꎮ

(五)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文化旅游项目

通过参观位于中牟的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ꎬ 从区域视角认识文化发展

和文明延续ꎬ 了解河南新的支柱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成果ꎮ 文化是

民族的灵魂和自信的源泉ꎬ 通过沉浸式体验ꎬ 增强学生对中原文化、 对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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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的自豪感和奋勇进取的信念ꎬ 并尝试提出中原文化旅游产业国际化发

展的建议ꎮ

奇妙游系列节目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河南博物院、 河南自然博物馆、 平顶山叶县标准化农田基地、 “只有河南

戏剧幻城” 文化旅游项目、 河南电视台奇妙游系列节目ꎬ 是河南近年来 “出圈”

的各行业代表性名片ꎬ 在疫情紧张时期ꎬ 不便于长途旅行ꎬ 这几处研学地距离

较近ꎬ 便于集体出行ꎬ 且组合新颖ꎬ 内容丰富ꎬ 符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研学主题ꎮ

将地理知识放在应有的位置空间ꎬ 发挥其实际价值和生活意义ꎬ 是综合

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ꎬ 是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不可替代的方式ꎻ 亦应该在

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心中播下文化的火种ꎬ 传递信念的力量ꎮ 本课程从地理的

广阔视角来科学认识中原沃土和中原文化ꎬ 关注河南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未来之路ꎬ 拓宽学生的认知视野ꎬ 培养身为河南人的自信和文化自豪感ꎬ

激发学生为建设美好家乡而努力的学习动力ꎮ

二、 研学课程内容

(一) 以史为证

参观河南博物院ꎬ 观察文物ꎬ 追溯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本源联系ꎬ 认

识中原文化的厚重地位ꎬ 把握中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ꎻ 推测中原地区早期

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 社会发展状况ꎻ 思考中原文化的历史久远性对河南经

济、 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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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鹤方壶———青铜时代的绝唱 贾湖骨笛———９０００ 年的绝响

参观河南自然博物馆

(二) 溯本求源

实地参观河南自然博物馆ꎬ 了解地球

的地质演化过程ꎬ 认识自然环境各要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ꎬ 认识自然环境为文明

发展提供的必要物质基础ꎬ 针对性收集馆

内有关河南的自然要素资料 (地形、 气

候、 水文、 土壤、 地质演化、 物种变迁)

等情况ꎬ 整理、 绘图分析ꎬ 总结中原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ꎻ 阐述自然地理特

征对中原文化发展的意义ꎮ

农耕文明的进步

(三) 从农耕文明汲取文化营养

参观平顶山叶县标准化农田基地ꎬ 分析中

原农业发展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优势ꎻ 观察各项

农田建设设施ꎬ 思考自然灾害对中原农业发展

的影响ꎻ 举例说明农业生产历史、 自然灾害对

中原文化的影响ꎮ 思考基于 “互联网＋” 的乡

村振兴、 绿色农业发展方式ꎮ

(四) 了解文化 “软实力” 的含义

通过观看河南电视台奇妙游系列节目ꎬ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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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明珠ꎬ 愿天下太平ꎻ 火龙腾空ꎬ 现耀目铁花ꎻ 非遗传承ꎬ 庆中秋佳节”ꎬ 一镜

到底感受中原文化的瑰丽精彩ꎬ 尝试提出中原文化品牌塑造的建议ꎮ

河南电视台奇妙游系列节目

(五) 参观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了解河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硕果ꎬ 通过戏剧场景微缩景观近距离触摸

５０００ 年中原文化的厚重根基ꎬ 在沉浸式参与中认识中原文化的宝贵遗产ꎬ 培

养学生 “老家河南” 的自豪感和胸怀天下的胸襟ꎬ 激发学生热爱土地、 眷恋

故乡的情怀ꎮ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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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学目标与任务

课程

目录

课程

地点

课程

内容
研学目标 活动任务

时

间

序言 教室
初识中原

历史文化

　 初步认识中原历史

文化的发展历程

　 设计访谈节目 “大话中原文

化”: 关于中原文化ꎬ 你印象

最深刻的是什么? 有哪些代表

性名片? 如何从地理角度来介

绍中原文化?

前

置

准

备

第一

部分:
人文

寻脉ꎬ
自然

溯源

河南

博物院

认识中原

历史文化

　 １ 从人文角度初步

认识中原地区的历史概

况与文化精粹

　 ２ 追溯中原文化与

华夏文明的本源联系

　 ３ 思考中原文化、
黄河文化与华夏文明

发展的关系

　 ４ 思考中原文化历

史久远性对河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设计参观活动:
　 １ 认真听讲解ꎬ 观察出土文

物、 展馆内的相关模型、 图片

　 ２ 收集与中原文化相关的资

料、 图片

　 ３ 绘制中原地区人类活动、
朝代更迭与社会生产发展的脉

络图

　 ４. 根据馆内相关资料ꎬ 推测

中原地区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状

况、 社会发展状况

第

一

天

上

午

河南

自然

博物馆

探究中原

自然环境

　 １ 认识地球的发展

演化史

　 ２ 掌握中原地区自

然环境的主要特征

　 ３ 学会分析中原地

区地理条件与社会发

展的相互影响

　 设计参观活动:
　 １ 观察生物演化、 地壳变动、
海陆变迁的主要证据证物

　 ２ 在主题场馆收集中原地区

的地形地貌、 气候、 土壤、 河

流、 生物、 矿产分布的资料ꎬ
绘制相关图表

　 ３ 简要了解河南工矿业、 交

通发展的巨大变化

第

一

天

下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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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

目录

课程

地点

课程

内容
研学目标 活动任务

时

间

第二

部分:
实地

调查ꎬ
文化

自信

平顶山

叶县

标准化

农田

基地

考察中原

农业发展

　 １ 了解河南作为中

国粮仓的重要地位和

政治责任

　 ２ 分析中原农业发

展的自然和社会经济

优势

　 ３ 认识现代农业和

高标准农田ꎬ 知道河南

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４ 分析地理条件与

乡村振兴的关系

　 ５ 感受乡村之美的

画卷ꎬ 提升地理审美

品位

　 设计考察活动:
　 １ 实地参观、 调查平顶山叶

县标准化农田基地建设状况ꎬ
近距离观察土壤的颜色、 质地、
性状ꎬ 以及当地农田面积的大

小、 灌溉方式等农事基础设施

　 ２ 开展调查研究ꎬ 了解中原

农业基本情况 (如耕地类型、
作物熟制、 农作物品种、 农事

安排)
　 ３ 结合前一天的研学成果ꎬ
思考河南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或自己关心的问题ꎬ 如中原地

区商品粮基地建设、 特色农业

发展方式、 防灾减灾措施等

　 ４ 了解当地农业与文化旅游

结合发展实例ꎬ 思考农业产业

与旅游观光、 休闲电商的融合

途径

第

二

天

上

午

观看

河南

电视台

播放的

奇妙游

系列

节目

了解中原

文化名片ꎬ
感受文化

魅力

　 １ 了解河南电视台

国风系列节目的内容

和影响力

　 ２ 感悟中原文化之

美

　 设计文化分享会: 将学生自

由分组ꎬ 在教师引导下进行小

组分享ꎬ 说说自己最喜欢哪个

节目ꎬ 原因是什么ꎬ 勇敢表达

感想

第

二

天

下

午

河
南
省
基
础
教
育
资
源
公
共
平
台



３５１　　

续表

课程

目录

课程

地点

课程

内容
研学目标 活动任务

时

间

第三

部分:
文化

凝练ꎬ
走向

未来

“只有

河南
戏剧

幻城”
文化

旅游

项目

体验中原

文化震撼

表现ꎬ
体会其

深刻内涵

　 １ 认识中原文化的

宝贵遗产代表与文化

符号

　 ２ 培养学生 “老家

河南” 的自豪感和胸

怀天下的胸襟ꎬ 激发

学生热爱土地、 眷恋

故乡的情怀

　 ３ 思考中原文化对

中原崛起的重大意义

　 设计文化体验感悟活动:
　 １ 参观高粱地ꎬ 触摸土城墙

　 ２ 在地坑院非遗主题馆和戏

剧场景中认识仰韶文化、 龙山

文化和夏商时期文化ꎬ 溯源华

夏文明历史ꎬ 并了解市集等多

种丰富业态

　 ３ 结合教师讲解和实地观

察ꎬ 开展 “中原文化与中原崛

起” 主题即兴演讲活动

第

三

天

全

天

结语 教室

总结提升ꎬ
感悟中原

文化的

恢弘气度、
和青春

永驻的

气质

　 针对 “从自然孕育

而来ꎬ 向世界璀璨盛

开———基于地理视角

的中原文化研学设计”
进行总结ꎻ 通过小论

文、 调查报告、 心得

体会、 影视作品等形

式进行汇报

　 设计分享交流会ꎬ 通过小论

文、 调查报告、 心得体会、 影

视作品等形式进行汇报ꎬ 将优

秀作品在年级、 学校和对外教

育教学交流中展示或推荐参赛

后

期

总

结

四、 研学实施与评价

(一) 研学实施

１ 前置准备

(１) 确定研学主题ꎬ 编写研学校本课程ꎮ

(２) 先期布置中原文化相关主题自主探究活动ꎬ 让学生查阅资料ꎬ 小组

合作完成ꎬ 初步认知中原地区的概况ꎮ

(３) 考察、 设计、 实地调查ꎬ 开发研学路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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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制订安全预案ꎮ

２ 实施环节

(１) 班会展示自主学习成果ꎬ 夯实基础ꎮ

(２) 研学实施:

第 １ 天: 学校➝河南博物院➝河南自然博物馆➝学校ꎮ

第 ２ 天: 学校➝平顶山叶县标准化农田基地➝学校ꎮ

第 ３ 天: 学校➝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文化旅游项目➝学校ꎮ

３ 后期总结

写出研学综合实践有形成果ꎬ 进行学习分享交流ꎮ

(二) 研学评价

本次研学课程采取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研

学课时成绩＝过程性评价成绩×８０％＋终结性评价成绩×２０％)ꎮ 过程性评价指

标包括: 学生的合作参与、 资料收集、 动手能力、 目标达成、 总结提升能力

和情感态度等ꎮ 终结性评价指标为多样化形式的作品表达ꎬ 评价其综合的能

力水平ꎮ 实施过程采用自评、 班评、 师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ꎮ

研学课程

设计示例

五、 研学课程设计示例

(报送单位: 河南省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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