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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
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意见》、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印发的《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
育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强化非正式科学教育与正式科学教育的衔接，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
中心（中国科协科普活动中心）展开了科普研学课程指南的开发工作，旨在总结提炼部分基
地在实践中开展科普研究课程的经验与做法，进一步推动科普教育基地科普研学课程规范化、
专业化发展，促进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更好发挥科普与教育功能。

本指南对科普研学课程的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类型、课程构成及内容、课程开
发五个部分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在附录部分给出了每种类型课程的案例。

1 课程性质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科普研学课程（以下简称“科普基地研学课程”）是指以青少年为主要
对象，以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为主要场所，以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为主要方式的校外
科学类、技术类、工程类教育课程。

研学课程是充分发挥全国科普基地科学教育功能，支撑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重要
途径。科普基地研学课程主要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综合性，科普基地研学课程的内容涵
盖了多个学科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与工程等领域，能够为学生提
供综合应用不同学科知识、技能与方法解决真实问题的机会，帮助学生建立不同学科、领域
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实践性，科普基地研学课程以真实情境为载体，通过引导学生基于实
地观察、场景模拟、互动体验、自主动手操作等实践活动增强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对科学方
法和科学思维的掌握和运用。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科普研学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性的特点，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想象力和探求欲，促进学生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与态度责任等核心素养的全面发
展，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

2 课程理念

2.1 立足素养发展

科普基地研学课程旨在满足学生提升科学素养的愿望。课程目标立足学生科学核心素
养的发展，加深学生对科学家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理解，对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宇宙
科学、技术与工程等领域基本知识的了解，初步形成科学观念，强化学生科学思维、科学探
究与工程实践能力、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的培养，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2.2 聚焦核心概念

课程内容体现科普基地特色，彰显“精深与宽广”，选择与科学课程标准学科核心概念紧
密联系的内容，设计相应的学习活动，做到适合学生年龄特征、重点突出、要求明确，确保
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探究、实践和思考，在科普基地的真实情境中理解科学、体验科学，了解
有关学科核心概念或跨学科概念。

2.3 凸显探究实践

基于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和兴趣特点设计课程，规划适合不同学段、不同年龄
群体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倡导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设计适宜的探
究的问题，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建议实施以探究和实践为主的学习
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动手动脑、积极体验，经历科学探究以及技术与工程实践的过程。

2.4 关注过程评价

实施素养导向的评价，重视过程性评价，鼓励学生进行展示和同伴互评，关注“教—学
—评”的一体化和学生在探究、实践过程中的真实表现与思维活动，积极给予学生反馈和鼓
励，充分利用科普基地的设备和场地优势，提高评价的客观性、丰富性。

3 课程类型

科普基地研学课程与校内正式科学教育课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之处，按照学生
的实践方式，建议划分为：观摩体验类、科学考察类、科学探究类、工程实践类、专题研究
类、其他类。

（1）观摩体验类
以现场展览观看、实地体验为主的课程。该类课程重在向学生展示科学各领域的基础

知识、前沿进展，以及科技创新工艺与成果等，让学生置身于科学情境中，直观感知科学现
象。

（2）科学考察类
以实地样本采集与处理、仪器操作与使用为主的课程，如收集各种岩石标本、鸟类迁

徙数据等。实地参与是科学考察类课程的核心特征。该类课程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的实地查看、
数据收集和现状描述，重在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探索相结合，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自然环境中。

（3）科学探究类
以探究自然规律为主的课程。该类课程旨在解决科学问题，主要包括提出问题、作出

假设、制订计划、搜集证据、处理信息、得出结论、表达交流、反思评价等要素，与科学考
察类课程的区别在于，科学探究类课程基于对真实科学环境的模拟、简化而实施，重在通过
完整的科学探究过程解决科学问题或探索科学现象。

（4）工程实践类
将具体问题物化为产品的课程。该类课程旨在解决技术与工程难题，主要包括明确问



题、设计方案、实施计划、检验作品、改进完善、发布成果等要素，与科学探究类课程的区
别在于，工程实践类课程解决的是一个有固定结果的难题，而科学探究类课程解决的是一个
结果未知的疑问。工程实践类课程的问题需要人为的基于现实进行界定，而科学探究类课程
的问题需要基于多种手段进行发现，在最终的结果上，科学探究类课程表现为获得一个明确
的答案，而工程实践类课程在于获得一个物化的产品。

（5）专题研究类
指进行科学研究的课程。该类课程需要针对某一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通常是对

科学探究或工程实践的体系化，比如研究蘑菇的生长环境对其产量的影响，涉及的因素会包
括湿度、温度、阳光、空气流通等等不同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专题研究类课程的课程时
间通常较长。

（6）其他类
上述五类课程之外的课程。该类课程的实施形式相对复杂多变且难以在一定程度上清

晰界定其形式，如观摩体验与科学探究相互混合、观摩体验与工程实践相互混合的课程。

4 课程构成及内容

不论课程的形式如何，课程均须具有完整的结构，即同时具备课程目标、课程内容、
课程实施、课程评价。

4.1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建议与校内正式科学教育的课程目标相契合，针对不同学段或年龄的学生分
段或分年龄进行设计。具体而言，课程目标包括四个维度，即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
践、态度责任。

（1）小学阶段（6-12 岁）
①科学观念：引导学生观察、了解身边的科学现象，认清事实、观点、证据与假设；

②科学思维：认识、描述、区分事物的基本外部特征和关系，发展学生的具体形象思维和经
验型抽象逻辑思维；③探究实践：运用简单的仪器设备、材料和工具进行科学观察和科学小
实验；④态度责任：激发学生的科学好奇心、直觉兴趣和操作兴趣。

（2）初中阶段（12-15 岁）
①科学观念：初步掌握学科核心概念，能解释自然现象的科学原理和规律，具备初步

的科学观念；②科学思维：发展学生的经验型抽象逻辑思维、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关注微
观结构、抽象模型和科学原理；③探究实践：在真实情境中发现科学问题和工程难题，设计
探究实践计划和方案，理解科学探究、工程设计的过程和基本方法，运用基本器材开展探究
实践，制作将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产品的简单装置；④态度责任：激发学生的科学好奇心、
因果兴趣。

（3）高中阶段（15-18 岁）
①科学观念：理解科学本质，掌握学科核心概念、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关注国内外

科技发展现状和趋势，具备相对系统的科学观念；②科学思维：深化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
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③探究实践：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用探究实践解决
现实生活中的科学问题，根据自身兴趣和特长，在辅助下开展专题研究；④态度责任：激发
学生的科学好奇心、理论兴趣。



案例：奇妙的蘑菇

该课程以“食用菌自然资源”为核心主题，围绕云南常见野生食用菌辨别、食用菌生

物学特性、食用菌生长与栽培等开展教学。课程具体目标设置如下：

科学观念：能够区分蘑菇与植物，了解蘑菇生长的过程；初步了解野生食用菌生长环

境、种类、分布、营养价值、云南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等方面的内容。

科学思维：能应用观察、分析、对比等思维方法，举例说出蘑菇与植物的不同之处；

能基于实验得出证据，归纳并解释影响蘑菇菌丝生长速度、菌丝长势的主要因素，找出最佳

培养基配方。

探究实践：能应用多种观察工具辨别蘑菇与植物的主要区别；能够将所学科学观念应

用于制作食用菌菌包、接种、制作标本。

态度责任：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好奇心与兴趣，形成积极探索自然世界的科学态度；

如实记录和报告观察与实验所获得的信息，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明白维持生物多样性

的价值，培养学生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感。

4.2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建议与校内正式科学教育的课程相互补充，与对应阶段课程标准的学科核心
概念相衔接，能够适应相应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和兴趣特点，且具有科学性、
教育性、趣味性、综合性、实践性的特征，能够促进学生学科核心概念或跨学科概念的形成。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课程内容建议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螺旋上升，
具有随年龄进阶的特性。

（1）小学阶段（6-12 岁）
小学阶段的课程内容建议对标《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的 13 个学科

核心概念，并须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状况、生活经验及知识基础。通过对学科核心概念的学
习，帮助学生理解物质与能量、结构与功能、系统与模型、稳定与变化这 4 个跨学科概念。

（2）初中阶段（12-15 岁）
初中阶段的课程内容建议对标《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的 13 个学科

核心概念，以及《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的信息技术主题。通过对学
科核心概念或不同学科中与各个主题相联系的知识内容的学习，帮助学生理解物质与能量、
结构与功能、系统与模型、稳定与变化这 4 个跨学科概念。

（3）高中阶段（15-18 岁）
高中阶段的课程内容建议对标《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普

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普通高中信息技术
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中所描述的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内容。通过对与不同学科相联系
的知识内容的学习，帮助学生理解跨学科概念。

4.3 课程实施

4.3.1 课程实施建议



课程实施建议重点关注实际教学，缩小与理想课程之间的差距，整体上坚持灵活性。
（1）在课程目标上，围绕课程目标展开教学。建议：课程目标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实践

性，能够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和特点进行适时调整，有利于教学开展；教学方法的使用、实
践活动的开展、课程评价的进行应有利于达成课程目标。

（2）在课程内容上，关注综合性和科学性。建议：融合多个学科的知识，基于学科核
心概念和跨学科概念组织课程内容；关注课程内容的科学性，确保不出现错误。

（3）在课程实施上，重视有序性和实践性。建议：依据设计方案组织教学活动，关注
课堂氛围，灵活把握课堂节奏，适时调整课程目标和教学方法，保证教学环节之间的流畅；
加强课堂秩序、学生安全等方面的教学管理，保证课程活动完整顺利实施；重视做中学、用
中学和创中学，做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4）在课程评价上，保证教学评一致。建议：围绕课程目标进行教学评价，细化评价
问题，灵活运用不同的评价方式，保证教学评一致；依据课程评价促进学生学习、调节课堂
教学、改善课程实施。

案例：奇妙的蘑菇

课程目标：学生能够区分蘑菇与植物，了解蘑菇的生长过程（科学观念维度）。

课程内容：不同生长阶段的蘑菇、不同生长阶段的花、草、树木等植物。

课程实施：给学生提供研学单，让学生依据研学单观察、记录蘑菇的生长过程，观察、

记录和植物的区别，总结发现规律。

课程评价：观察学生观察、记录的过程，结合学生的研学单记录，评价学生的观察、

记录过程是否符合正确的观察方式，评价学生观察到的蘑菇成长过程、蘑菇和植物的区别记

录是否正确，总结的规律是否正确。

4.3.2 课堂教学建议

在实际实施中，建议明晰实施对象、强化分段实施、加强实施保障。建议针对不同的
研学群体展开符合学生特征的教学，将研学过程划分为研学前、研学中、研学后三个阶段，
加强校内外合作、师资保障、班级规模控制、安全保障和数字化支持等。

（1）加强与外界合作
科普基地与中小学、高校、科研机构、社区等相关部门要共同合作，通过行前沟通对

接、行中相互协作、行后总结反馈，加强科普研学课程与校内科学课程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凝聚合力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案例：在研学前由学校等相关方将研学计划单提供给学生，帮助学生提前熟悉研学内

容；基地在研学中将研学单提供给学生，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指引；学校等相关方在研学后将

研学报告单提供给学生，帮助学生进行总结反馈。

（2）采用多样化教学策略
不同的学生群体建议采用不同方式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小学生采取观摩、实验、表

演、故事、游戏、小组合作等教学方式，课程以观摩体验类、科学考察类为主；中学生采取
探究、实践、讨论、辩论等教学方式，课程以科学探究类、工程实践类为主；高中生采取基
于研究性学习、项目式学习和科学竞赛等的教学方式，课程以专题研究类为主。

案例：植物园类科普场馆，面向小学生可以设置教师引导下的自主观察、实地考察、

合作交流与绘制自然笔记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观察、探索自然。面向中学生引导学

生通过自主观察提出问题并作出假设，应用设备操作、实验分析、数据处理、小组讨论验证

假设，最终以 PPT 汇报的形式进行答辩，交流展示研究过程与结果。

（3）强化师资保障



课程应由不同的群体共同参与，基地的研学导师、学校的教师、家长、导游、安全保
障人员、课程支持人员等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合作，共同促进课程实施，强化课程实施质量。

（4）控制班级规模
控制班级规模，保证课程实施的质量。观摩体验类课程建议在 50 人以内，科学考察类、

科学探究类、工程实践类课程建议在 30 人以内，专题研究类课程建议在 10 人以内；建议
根据学生兴趣等特点分为若干小组，各个小组的人数控制在 3-6 人。若课程参与人数过多，
建议先分成若干大组，再分成若干小组，并额外配备助教。

案例：针对野外实践活动，严格按照固定的师生配比执行（例如 1:10），并于开展前建

立活动微信群，便于各组助教核对学生信息、发送集合时间等通知及注意事项。

（5）注重安全保障
安全是课程实施的前提，课程实施要关注安全保障，尤其是涉及到户外实施的课程，

安全尤为重要。基地应对课程①开展路演排查、进行风险评估，②制定安全规范、应急预案，
③配备安全人员及急救用品，确保学生在参与各项实践活动、经过研学路线时的安全。

①路演排查

活动前，组织专业人员按照行程至少进行 2 次路演，了解周边环境状况，判断可能存

在的风险，消灭安全隐患，改进完善行程，最终评估课程的安全性。

②制定安全规范

明确要求学生不可单独行动，穿好长袖长裤，不可采摘使用蘑菇、野菜、野果，不可

随意触碰花草植物，不可到大石、溪边等处玩耍等。

③配备安全人员及急救用品

配备消毒用品（如碘伏棉签、酒精棉片）、医用材料（如医用纱布、创可贴、口罩、手

套）、测量工具（如体温计、血压计）、解热镇痛药、抗过敏药、消化系统用药、抗晕车药（如

布洛芬、晕车贴）等。

（6）渗透数字化支持
基地通过数字化等新技术辅助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如通过传感器等辅助学生收集数

据，通过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等。

案例：将“显微镜观察小肠结构”和“桌面式 VR 电脑解剖胃”相结合，加深学生对消

化器官的认知。

4.4 课程评价

4.4.1 课程实施评价

对课程的评价重点关注课程的有效性，以有利于支撑课程修订，整体上坚持多元开放。
（1）评价内容
在评价内容上，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教学评价、课程效果几个维度对

课程展开评价。课程目标从拓展性、适切性等维度展开；课程内容从科学性、丰富性、整合
性等维度展开；课程实施从完整性、安全性等维度展开；教学评价从多元性等维度展开；课
程效果则从课程的整体满意程度、学生素养提升等维度展开。

（2）评价主体
在参与评价的人员上，科普基地研学导师、课程专家、学生为主要课程评价主体，学

校教师、家长、课程支持人员等主体亦可参与。
（3）评价方法



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如定性评价可通过学生访谈、专家访谈、学生作品
分析等方式进行，定量评价可通过问卷调查进行。

（4）评价途径
积极创新评价形式，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展开，如现场发放纸质问卷或网络发布线

上问卷。

4.4.2 课堂教学评价

课堂评价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以有利于支撑学生学习，促进课程目标的达成，
坚持过程性、综合性。

（1）评价内容
以科学学科核心素养为中心，从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等维度进

行。可以从学生学习动机是否强烈、学习任务是否清晰、思维活动是否活跃、实践表现是否
突出、学习方法是否合适、知识理解是否深入等角度展开。

（2）评价方式
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不同的学生群体，可采用符合学生发展特征的评价

方式，如小学阶段可观察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评价学生的作品、参与度、兴趣等；初中阶
段可基于综合项目、小组合作评价学生的合作、沟通能力等；高中及以上阶段可通过作品、
报告等评价学生的探究实践能力与知识掌握等。

（3）评价主体
以课程实施人员为辅助，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的自评与互评，引导学生针对学习过

程进行反思，与他人相互评价。

5 课程开发

5.1 开发原则

课程开发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整体上坚持科学性、教育性、趣味性、完整性、实践性、
特色性。

（1）一体化考虑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以课程目标（科学观念、
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为指引，关注不同学习群体的特征，以学生为中心进行针
对性设计；以科学课程标准（科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科技等）的内容要求为基础，
围绕核心概念或主题组织教学内容，做好校内外衔接，凸显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实践性；以
课程实施为导向，突出可行性、安全性、实践性；以课程评价为抓手，衔接课程目标，贯通
课程。

（2）以活动为基本载体。以活动为课程设计的基本单位，通过活动关联不同的课程环
节进而构建课程。在课程所包括的活动上，建议基于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
设计与课程内容相对应的活动，以活动构建课程。学习活动建议包括观看、观察、测量、观
测、考察、实验探究、模拟实验、建模、制作、体验、调查、种植养殖、读图识图、项目研
究、讲座、科普剧等。

（3）以基地资源为支撑，凸显课程特色。基地的课程要突显自身资源的特色，彰显自



身的专业化和垂直特性，减少与其他基地资源的重复开发，为基地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5.2 开发模式

基地的课程开发从以下五个环节展开，即建立开发团队、分析资源条件、制定设计
方案、进行课程设计、修订完善课程。

（1）建立开发团队：为了确保课程内容既符合教育目标，又能有效吸引并适合学习者
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兴趣特点，遵循学习规律和学科规律，建议建立由科学家、科学教
育专家、认知心理学专家、科普基地的研学导师、一线中小学科学教师等多类教育者主体组
成的课程开发团队，确保课程的科学性、教育性、趣味性、完整性、实践性、针对性。

（2）制定设计方案：为了明确目的与方向、提升效率与质量，建议形成具体的、可操
作的课程设计方案，至少包括课程的基本信息（如面向对象、时长、课程的类型）、课程的
基本构成（如课程需至少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四个维度）、课程
设计的流程、课程的实施、对课程的评价、课程的修订、课程的宣传推广等模块。

（3）分析资源条件：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建议对学生的学情、学习需求、基地具备资
源及优势、研学导师的知识、能力与素养进行分析，为课程设计奠定基础。

（4）进行课程设计：首先明确课程目标，依据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设计学习活动、
明确实施步骤、确定评价形式，最终形成研学课程手册。建议课程手册包括课程简介、课程
基本信息介绍、教具学具清单、具有预习性质的研学计划单、研学中使用的研学单、研学结
束后使用的研学报告单、安全说明等模块。

（5）修订完善课程：为了提升课程质量，建议进行课程实施-评估-修订的多轮迭代，
从学生、教师、研学导师等多方面对研学课程实施的效果进行系统的评价，发现存在的问题。
以课程评价结果为指导修订完善课程。

5.3 注意事项

理解课程类型：不同类型课程的本质区别在于学生学习的深度，理论上，任何一种课
程可以在任何一种基地中实施。

进阶式课程：为不同学段的学生准备不同水平的课程。
模块化课程：为同一学段群体准备不同角度的课程，课程以模块化方式进行设计，通

过模块之间的组合形成不同的课程。
多元化课程：基地开发、设置不同类型、不同时长的多元化课程。
系统化课程：强化不同课程之间的体系化，注重基地不同课程之间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形成课程体系。
跨基地课程：基地之间联合进行课程设计，共用资源，组建跨基地的课程设计团队，

建立跨基地的课程体系。

6 模板

6.1 课程设计方案



一、课程方案基本信息

预期课程类型 科学探究类

二、课程设计的基本理念

课程需要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四个基本模块，四个模块之间的关
系需整体考虑，不可割裂。可在上述基础上包括其他模块，如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修订。

课程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国家需求、本单位所具备的基本特点以及学生的特征。在国家需求上，
需要考虑科学教育的政策定位、目标要求等；在本单位的特点上，需要考虑师资力量、学习资料、
设施设备、场地环境、接待能力、未来发展等；在学生特征上，需要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
经验、兴趣特点、学习需求等。

课程设计需要以活动为载体串联起课程内容，提供给学生丰富多样且具有教育意义的探究活
动。

三、课程的基本构成及要求

在课程目标的设计上，需要从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四个维度分别进行
设计。

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需要与校内课程内容相衔接且具有拓展性，确保课程内容科学准确、
整合连贯，具有实践综合的特性。

在课程实施的设计上，需要重点关注科学探究、重视安全、最大限度保证实际教学与教学设
计相一致。

在课程评价的设计上，需要重视过程性评价，保证课程评价与教学目标相一致，并以不同的
方式对学生展开评价。

四、课程设计流程

组建专家团队：基地组建由基地领导、研学导师、课程专家、校内教师构成的专家团队进
行科学探究类课程的专项开发。

分析资源条件：由专家团队综合考虑国家需求、本单位所具备的基本资源、学生的学习需
求等因素，确定课程的基本信息。

明确课程信息：由专家团队明确预期课程的名称、课程的面向对象、预期班级规模、开课
日期、课程时长、参与方式等基本信息。

进行课程设计：专家团队综合考虑校内的课程标准、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兴趣特
点，以及考虑基地的基本情况，按照课程的基本构成及其要求进行课程设计。最终形成研学课程
手册（研学课程手册需包括课程简介、课程基本信息介绍、教具学具清单、具有预习性质的研学
计划单、研学中使用的研学单、研学结束后使用的研学报告单、安全说明等模块）。

五、课程的宣传推广

宣传渠道：通过基地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介绍课程，发布课程参与信息。与教育系统合作
进行宣传推广。

宣传材料：课程宣传视频、学生成果案例等。

六、课程修订更新

对课程的实施效果进行调研，邀请课程专家对课程进行评价，以及依据研学导师在课程实施
中发现的问题等对课程进行修订更新。



七、注意事项

广泛搜集信息：在进行课程设计时，要关注其他基地是否设计过类似的课程。
系统化课程：在进行课程设计时，需要考虑不同学段之间的课程是否相互关联，是否可以构

建一个跨越不同学段的进阶体系化的课程。
跨基地课程：与其他基地联合开发课程，增强课程的趣味性。

【课程设计方案说明】课程设计方案是为了设计出一门课程而制定的规划路线图。

7 案例

7.1 观摩体验类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小贝壳里的大世界

课程类型 观摩体验类

课程面向对象 小学

课程规模及时长 50 人（2小时）

课程简介

“小贝壳、大世界”是博物馆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形式探秘贝壳的

课程。旨在通过科普导师讲解介绍，使学生在小贝壳与生活中的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知识建立联系，让学生了解海洋，亲近海洋。同时让学生们在实

物观摩和故事趣味讲述中启发科学探索兴趣，锻炼融会贯通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科学观念：通过研学导师讲解，学生知道贝壳的分类、特征。
科学思维：学生能在教师的指导下，基于分类等可续思维方式描述贝壳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与生活的关系。
探究实践：学生能通过实物观察、趣味实验、合作交流等探索贝壳。
态度责任：学生愿意倾听和了解有关贝壳、海洋及其与人类相关的信息，加强学生对自然与

人类活动关系的了解，增强学生保护海洋的意识和责任感，以及对自然的敬畏感。

三、课程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自主观察
引导学生在没有系统知识支撑前，

观察贝壳标本。

通过对多样贝壳的观察，激发学生的

兴趣与好奇心。

研学导师进行介绍

科普导师进行基于林奈命名法的贝

壳命名介绍、仿生学介绍，以及生

物多样性介绍。

为后续学生基于实物的系统的了解

贝壳奠定基础。

再次进行实物观察
科普老师拿出贝壳标本、化石进行

介绍并指导学生观察与触摸。

让学生通过“看、听、摸”三步更好

地走进海洋贝类的世界。



呼吁保护海洋、增强自

主责任感

讲解贝壳在保护海洋方面发挥着多

重作用。

巩固学生所获得的与贝壳相关的知

识，加强学生保护海洋的意识、增强

学生的责任感。

四、案例评析

观摩体验类课程是在科技场馆中实施的，以研学导师讲解为主、学生主要进行观摩和体验的
课程。相对于科学探究类等课程，该类型课程通常具有较少的科学思维活动，较多的学生直接参
与。

注：案例仅呈现了教师教学，旨在突出不同课程类型之间的区别，未从学生学习的视角进行设计。
注：案例改编自：青岛贝壳博物馆. 小贝壳里的大世界[M]//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中国科协
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中心）.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优秀青少年科普活动案例精编. 中国科协
科学技术普及部,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中心）, 2024:66-69.

7.2 科学考察类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湿地生物多样性考察

课程类型 科学考察类

课程面向对象 中学

课程规模及时长 30 人（1天）

课程简介

“湿地生物多样性考察”是在室外自然环境湿地中实施的，以湿地生物多

样性为重点内容，学生主动参与为主要形式的课程。该课程旨在让学生通

过体验自然，进行调查之后认识到湿地的功能，加深对科学的兴趣。

二、课程目标

科学观念：学生通过调查活动，知道植物、动物的分类，湿地的特征。
科学思维：学生能在教师的指导下，描述调查法、湿地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探究实践：学生能利用调查法进行湿地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并进行总结汇报。
态度责任：学生愿意倾听和分享有关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信息，具有认识和研究湿地的兴趣。

三、课程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湿地视频播放

教师播放一段湿地的视频，展示湿

地的基本信息、所包括的动植物资

源、独特的地貌景观等场景。

激发学生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望，为后续的课程学习奠定

基础。

湿地科普讲座
研学导师着重讲解湿地的生物多样

性、调查方法、安全须知等知识。
为后续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奠定基础。

生物多样性调查
学生结合科普讲座的知识，运用调

查方法，分组对湿地内的植物、动

让学生认识到调查、实地调查、理论

与实践相融合的优势。



物多样性进行调查。

成果整理汇报

学生小组汇总考察过程中收集的数

据、样本、照片等资料，形成调查

总结。

通过结果梳理，让学生体验到获得积

累知识的成就感及增强对科学考察

的兴趣。

四、案例解析

该门课程在自然场域、实地环境下实施，学生经过科普讲座的知识学习以后进行实地调查，
让学生基于已有的知识进行科学探索，体现了科学考察的实地、理论与实践结合、数据收集和现
状描述的特征等。

注：课题组编写，少部分内容参考自：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夜访麋鹿家园[M]// 中国科协科
学技术普及部,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中心）.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优秀青少年科普活
动案例精编.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中心）, 2024:18-21.

7.3 科学探究类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荒漠奇遇记

课程类型 科学探究类

课程面向对象 初中

课程规模及时长 30 人（2小时）

课程简介

“荒漠奇遇记”是在植物园区中实施的，以沙生植物生存特征为重点内容，

学生主动参与为主要形式的课程。该课程旨在让学生通过收集证据、解决

疑问认识到沙生植物的生存特征，加深学生对科学探究的了解。

二、课程目标

科学观念：学生通过教学，知道荒漠的特征、沙生植物的特征以及植物与荒漠相适应的关系。
科学思维：学生能在教师的协助下，初步认识科学研究的过程。
探究实践：学生能利用调查法进行沙生植物形态特征的调查并进行总结汇报。
态度责任：学生愿意倾听和分享沙漠及沙生植物相关的信息，具有认识和研究沙漠及沙生植

物的兴趣。

三、课程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荒漠相关视频播放

学校教师播放荒漠相关的视频，展

示植物的生存环境、荒漠的特征等

场景。教师提出疑问：植物如何适

应荒漠环境？

激发学生对荒漠植物生存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望，为后续的课程学习奠定

基础。

学生进行猜想
学生结合视频及个人经验猜想植物

适应荒漠环境的策略。

为后续学生进行猜想的验证奠定基

础。

植物形态特征调查 学生分小组在沙生植物专区进行调 为学生验证猜想提供证据支持。



查，观察、记录沙生植物的形态结

构特点。

成果整理

学生小组汇总调查过程中收集的数

据资料，归纳总结讨论得出结论，

撰写研究报告。

通过结果梳理，印证学生猜想，让学

生体验到创造知识的成就感。

汇报拓展
学生小组展示汇报，探讨荒漠、沙

生植物、荒漠保护等话题。

通过汇报展示和研讨，提升学生的兴

趣。

四、案例解析

该门课程需要学校和植物园区相互协作实施，需要学校在校内播放荒漠相关的视频并进行汇
报拓展，学生到植物园区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历了提出问题、作出假设、
搜集证据、处理信息、得出结论、表达交流等阶段，具有科学探究类课程的特点。

注：案例改编自：上海辰山植物园. 荒漠奇遇记[M]//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中国科协青少年
科技中心（科普活动中心）.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优秀青少年科普活动案例精编. 中国科协科学技
术普及部,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中心）, 2024:46-49. 胡若楠, 金子明, 戴苏云, 等.
深度学习为导向的科普研学课程——以“荒漠奇遇记”为例[J]. 中国科技教育, 2024(3): 20-23.

7.4 工程实践类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桥见未来

课程类型 工程实践类

课程面向对象 小学、中学

课程规模及时长 30 人（4小时）

课程简介

“桥见未来”是以桥梁参观、设计、制作为主要内容，学生主动参与为主

要形式的课程。该课程旨在让学生通过动手实践，解决工程难题让学生体

会工程文化，学习工程知识，加强学生对工程的兴趣。

二、课程目标

科学观念：学生通过教学，知道桥梁的特征、基本力学知识、桥梁设计的基本关注内容等。
科学思维：学生能在教师的协助下，初步认识工程实践的过程。
探究实践：学生能动手实践制作桥梁并进行总结汇报。
态度责任：学生愿意倾听和分享桥梁、桥梁设计相关的信息，具有认识和研究桥梁的兴趣，

投身工程的意愿。

三、课程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展馆参观

研学导师带领学生参观学习展馆中

的各种桥梁，向学生讲解桥梁文化、

桥梁结构、材料选择、力学知识等。

激发学生对桥梁的好奇心，为后续学

生桥梁设计和制作奠定基础。



问题界定
教师提出问题，如何制作一个承重

能力较强的桥梁？
激发学生的动机。

模型设计

学生结合导师先前讲解的知识、个

人经验及教师辅助设计以及绘制桥

梁的结构模型。

为后续学生进行桥梁建造奠定基础。

桥梁制作及检验

学生分小组选择建筑材料、按照设

计的桥梁模型进行桥梁的制作。对

制作完成的桥梁模型进行承载能力

测试，记录数据，对不坚固的桥梁

进行加固或重新设计制作，循环测

试和设计制作过程。

帮助学生建造出相对合格的桥梁，提

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兴趣，加深

学生对工程知识的理解。

汇报展示
学生分小组总结制作过程，撰写实

践报告，展示产品。

通过结果梳理，加深学生的理解，让

学生体验到创造产品的成就感，提升

学生的兴趣。

四、案例解析

该门课程先进行了场馆内的桥梁建筑展示并辅以讲解，帮助学生具备了初步的桥梁相关知
识，学生基于已有知识和外界辅助进行桥梁设计和制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历了问题界定、设
计方案、实施计划、检验作品、改进完善、发布成果等阶段，具有工程实践类课程的特点。

注：案例部分改编自：天津建筑工法展览馆. 桥见未来[M]//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中国科协
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中心）.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优秀青少年科普活动案例精编. 中国科协
科学技术普及部,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中心）, 2024:234-237.

7.5 专题研究类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秦岭绿色珍宝翅果油树的濒危原因分析

课程类型 专题研究类

课程面向对象 高中及以上

课程规模及时长 10 人左右 长期

课程简介

“秦岭绿色珍宝翅果油树的濒危原因分析”是在植物保护区中实施的，以

植物保护、科学研究为重点内容，学生能动参与为主要形式的课程。该课

程旨在让学生通过系统的研究解决科学问题，认识到翅果油树濒危的原因，

体会到科学的社会价值。

二、课程目标



科学观念：学生通过教学，知道翅果油树的生存环境、生存影响因素。
科学思维：学生能依据科学问题进行研究设计，论证数据，得出结论。
探究实践：学生能在教师的辅助下展开科学研究，并进行总结汇报，提出建议。
态度责任：学生愿意倾听和分享有关翅果油树生长保护的信息，认识到科学研究对社会的价

值，具有投身科学的兴趣。

三、课程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课程内容基本情况简

介

研学导师对翅果油树的分布、濒危

情况、安全事项等进行介绍。提出

问题：如何拯救翅果油树？

激发学生对翅果油树生存环境的好

奇心和探索欲望，为后续的课程实施

奠定基础。

学生搜集资料
学生在教师的支持下搜集资料系统

的提出导致翅果油树濒危的因素。

为后续学生系统的进行研究奠定基

础。

展开研究

学生分别从温度、土壤、地形地貌、

水分、人为因素、果实解剖对比等

维度系统的对翅果油树的生存环

境、种质资源、萌发条件等进行研

究，获取研究数据。

为学生验证获得结构提供证据支持。

成果整理
学生依据获得的研究数据分析翅果

油树濒危的原因，得出结论。
通过数据梳理，获得研究结论。

汇报拓展
学生汇报研究结果，依据研究结果

提出拯救翅果油树的措施。

通过汇报展示和研讨，让学生认识到

科学研究对社会的价值，促使学生投

身科学的志趣。

四、案例解析

该门课程需要学生深入的对翅果油树的生存环境进行系统的研究，对翅果油树果实进行解剖
并与其他种子进行对比观察，学生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进行严密的实验设计，进行调查、实验、收
集证据、得出结论、提出建议等，具有对某一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特点，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具有专题研究类课程的特点。

注：案例部分改编自：秦岭国家植物园. 秦岭绿色珍宝翅果油树的濒危原因分析[M]. 秦岭国家植
物园, 2024. 上官铁梁,张峰.我国特有珍稀植物翅果油树濒危原因分析[J].生态学报,2001,(03):502-
505.

8 附录

8.1 研学计划单模板及示例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探索蘑菇的奥秘

研学时间 2025 年 3 月 12 日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

学校班级

姓名

研学地点 **植物园（如**市**植物园）

二、课程安排

【建议描述时间、地点、内容、参与人员，示例如下】
3 月 12 日 8:00 前往**植物园
3 月 12 日 8:30 学习相关安全知识
3 月 12 日 9:30-11:30 野外观察蘑菇
3 月 12 日 11:30 集合
3 月 12 日 12:00-14:00 午饭 午休
3 月 12 日 14:00 场馆大门集合
3 月 12 日 14:00-16:30 野外观察蘑菇
3 月 12 日 16:30-17:30 课程总结
3 月 12 日 17:30 返程

三、需做的准备

【建议依据课程的实际情况进行描述，示例如下】
学习资料：提前预习蘑菇的相关知识、查找蘑菇与植物的区别
学习用品：记录本、笔、放大镜（可选）、数据记录设备（可选）
生活用品：药品、雨伞
……

四、安全须知

【建议依据课程的实际情况进行描述，示例如下】
禁止单独行动
穿戴长袖长裤和运动鞋
不随意触碰未知生物或设备
……

五、联系信息

带队教师： 联系方式：
基地导师： 联系方式：

【研学计划单意图】研学计划单的目的是让学生提前熟悉课程的基本情况，对课程有基本的
把握。

8.2 研学单模板及示例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湿地生物多样性考察

研学时间 2025 年 3 月 12 日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

学校班级

姓名

研学地点 **湿地（如**市**湿地）

二、课程内容

【建议依据课程的实际情况进行描述，示例如下】
问题 1:请总结三条湿地的特征

问题 2: 请和同学合作调查生物多样性，统计湿地内的植物种类及其数量？

问题 3: 请和同学合作调查生物多样性，统计湿地内的动物种类及其数量？

问题 4:湿地内动植物具有哪些关系？

【研学单意图】研学单的目的在于提供基本的步骤，辅助学生完成预定的课程内容，达成课
程目标。

8.3 研学报告单模板及示例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探索蘑菇的奥秘

研学时间 2025 年 3 月 12 日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

学校班级

姓名

研学地点 **植物园（如**市**植物园）

二、实践成果

【建议依据课程的实际情况进行描述，示例如下】
示例一：请以图片的方式描述蘑菇的成长过程。

示例二：请以表格的方式描述蘑菇和植物的区别。

示例三：请以实验报告的形式报告水分对蘑菇成长的影响
（附照片、手绘图、实验数据、学习结论或其他学习成果）。

三、收获与困难

我收获了：

遇到的困难：



四、自我评价

□优秀 □良好 □一般（勾选）

【研学报告单意图】帮助学生有目的的、条例清晰的总结课程中学习到的内容，辅助学生将
研学学习的知识结构化。可以依据学习目标，分模块分步骤的描述学生需要总结的知识内容。

8.4 课程评价模板（课程专家 教师视角）

课程评价（课程专家 教师视角）

课程名称 探索蘑菇的奥秘

研学时间 2025 年 3 月 12 日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

面向对象

研学地点 **植物园**区域（如**市**植物园 A区）

序号 评价指标 你的评分(满分 5 分) 其他建议

1 课程目标清晰、具体。

2 课程目标符合学生的发展水平。

3 与学校课程衔接紧密，能够拓宽视野。

4 课程内容科学准确。

5 课程内容丰富多样。

6 课程内容整合连贯。

7 课程实施清晰、明确、完整。

8 教师能够及时、准确提供支持。

9 课程安全准备充分。

10 教师采用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评价。

11 教学评价符合课程目标要求。

12 课程设计良好。

13 课程能够促进学生发展。

【课程实施评价表说明】课程实施评价主要是对课程进行的评价，1-3 题分别评价课程目标的准



确性、拓展性、适切性；4-6 题分别评价课程内容的科学性、丰富性、整合性；7-9 题分别评价
课程实施的完整性、支持性、安全性；10-12 题分别评价教学评价的多样性、目标导向性；12-13
分别评级课程的整体效果和学生发展。建议在实际的评价量表设计上从课程专家、学生、教师不
同的角度出发进行重新设计。

8.5 课程评价模板（学生视角）

课程评价（学生视角）

课程名称 探索蘑菇的奥秘

研学时间 2025 年 3 月 12 日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

学校

研学地点 **植物园**区域（如**市**植物园 A区）

序号 评价指标 评分(满分 5 分) 其他建议

1 课程目标清晰、具体。

2 我能完成课程设定的目标。

3 与学校课程联系紧密，能够拓宽我的视野。

4 课程内容科学准确。

5 课程内容丰富多样。

6 课程内容整合连贯。

7 课程实施清晰、明确、完整。

8 教师能够及时、准确为我提供支持。

9 教学关注课堂安全。

10 教师采用多种方式对我们进行评价。

11 教学评价与课程目标紧密结合。

12 课程设计良好。

13 课程能够促进我的发展。

【课程实施评价表说明】课程实施评价主要是对课程进行的评价，1-3 题分别评价课程目标的准
确性、拓展性、适切性；4-6 题分别评价课程内容的科学性、丰富性、整合性；7-9 题分别评价
课程实施的完整性、支持性、安全性；10-12 题分别评价教学评价的多样性、目标导向性；12-13
分别评级课程的整体效果和学生发展。建议在实际的评价量表设计上从课程专家、学生、教师不
同的角度出发进行重新设计。



8.6 课堂教学评价模板

评价维度 具体角度

科学观念

学生是否能够准确掌握相关科学知识？

学生是否能够准确运用科学原理解释现象？

是否建立在多学科间建立联系？

科学思维

学生是否能够准确提出合理假设？

学生是否能够准确进行实验验证？

学生是否在数据分析中具有清晰逻辑？

学生是否能够准确进行清晰的推理论证？

探究实践

学生在实验操作中是否规范？

学生能否独立设计实验步骤？

学生是否能够展开总结汇报？

态度责任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小组合作？

学生是否具有学习兴趣？

学生是否具有好奇心、探求欲？

学习表现

学生是否主动提问？（动机）

学生的学习目标是否明确？（任务理解）

学生的思考是否有创新点？（思维活跃度）

【教学评价说明】在实际的教学上，教师可以从上述各角度对学生展开判断并进行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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