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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什么丹霞地貌岩层是红色？丹霞地貌是如何演变而来？它会消失吗？

为什么中国是丹霞地貌发育最多的国家？而构成中国丹霞地貌的物质基础岩石层为什

么大多数是在晚白垩纪时期？

中国东西部的丹霞地貌有何区别？为什么崀山丹霞会呈现独特的丹霞喀斯特地貌？

中国丹霞申遗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

隐藏在湖南西南角的八峒瑶寨，有哪些不一样的民族文化？...............

以“问题”为导向，走进世界自然遗产地崀山，探究丹霞红层形成的地质秘密，见证

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雄伟和震撼；学习古瑶族非遗文化，深度探究多民族文化的地域特色。

让同学们在行走的课堂中，与自然、历史来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

一、研学简介

（一）研学基地介绍

崀山自然风景区—中国最美丹霞

崀山自然风景区坐落在邵阳新宁县，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丹霞地貌青

年、壮年、晚年各个时期都有发育，是中国丹霞景区中丹霞地貌发育丰富程度和品位最有

代表性和最优美的景区。完整的红盆丹霞地貌全国第一，形成了一座天然的丹霞地貌博物

馆，珍贵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富有深奥的科学内涵，是地学研究、考察和科普教育的重要

素材。同时，在高达一两百米的石壁上，夏天炎热干旱，冬天风大酷寒，环境恶劣，但很

多植物却安然的生活在这里，这为崀山四季常青的生态系统带来一抹神秘的色彩。

新宁县聚居着汉、瑶、苗、壮、侗、回、蒙古、土家、彝、朝鲜、藏、黎、满、布依、

维吾尔、白、哈尼、佤、畲、京族等 20 多个民族，民族杂居，互通有无，造就了新宁独特

多样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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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学实践性质和课程说明

1、课程性质

地理学科、生物学科、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学科

2、课程说明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要求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地理

实践力和人际协调观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地方文化是特定地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长期

作用，由生产方式、风情民俗、环境特征等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区域

的显著特征。《中国最美丹霞·崀山》不仅涉及地质科考学习，还涉及地理学范畴地方文化，

在帮助学生培养地理实践能力、科学探究精神、了解地方历史、弘扬传统文化和培养地方

依恋感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和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要求，设计《寻找最美崀山》研学实践课程，课程以地质探究与瑶族文化探究为

主。让同学们深入新宁崀山，在地质探究中，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对人与

自然的和谐状态有着切身的体验，融入自然、陶冶情操。通过地方瑶族文化的探究了解中

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形态。

(三)安排和学生分析

研学时间： 2 天 1 夜

研学课时：13 课时

人数限定： 400-800 人内/团

研学线路： 新宁崀山

适合年级： 初高中学生

二、研学目标

研学实践教育要求学生能从个体生活、社会生活及与大自然的接触中获得丰富的实践

经验，形成并逐步提升对自然、社会和自我之间内在联系的整体认识，具有价值体认、责

任担当、问题解决、创意物化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根据《中小学生综合实践课程指导纲

要》学段目标，结合整体课程内容和学段特点，对《中国最美丹霞·崀山》高中学段目标分

解如下：

●价值体认：通过地质科考、场馆探究、认识地方历史名人、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等，

深化社会规则体验、民族共融、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初步体悟个人成长与职业世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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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步、国家发展、生态自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责任担当：关心生态自然、社会问题，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关注研学实践中发现的主

要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形成主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情怀，理解并践行社会公德，

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问题解决：能对个人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广泛的实践探索，提出具有一定新意和深度的

问题，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用科学方法开展研究，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及时

对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进行审视、反思并优化调整，建构基于证据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形成比较规范的研究报告或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

●创意物化：积极参与动手操作实践，在实践中理解知识，内化成自己的知识结构；熟

练掌握多种操作技能，综合运用技能解决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增强创意设计、动手操作、

技术应用和物化能力。形成在实践操作中学习的意识，提高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研学内容

（一）研学内容

研学课题 研学

地点

研学方式及内容 课时

前置课程 云课堂 观看视频：初步了解新宁和丹霞地貌相关知识。

实践读本：通过《寻找最美崀山-中学实践读本》了

解相关地质知识，生态知识，世界自然遗产，崀山民

俗文化等，确定探究课题，为实践学习做准备。

3 课时

爱国诗人

艾青

北大门 实地考察：参观“崀山山水赛桂林”石碑、博物馆， 1 课时

了解艾青与崀山的故事；诵读经典诗篇《我爱这土地》

地球的秘密 崀山地质 参观讲解：参观博物馆地质厅和人文厅，了解丹霞地 2 课时

博物馆 貌地质基础知识、崀山丹霞地貌特点。

动手实验：《时间表盘》了解地球历史。

实地考察：实地考察不同外力作用下的丹霞景观代 6 课时

表：辣椒峰；考察崀山丹霞地貌岩石的特点；结合丹

霞景观特色，分析丹霞地貌被特点；了解崀山特有植

物的生理特性。

丹霞地质科

考

辣椒峰

八角寨

测量与绘制：运用科考工具学习测量经纬度、海拔，

根据测量数据绘制简单地图，完成地貌观察记录表和

地貌定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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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制作：制作丹霞山貌模型，分析解说。

瑶寨文化

探究

瑶族非遗 观赏互动：学习峒歌、峒语；欣赏芦笙舞、认识竹制 5 课时

传习所 乐器、教学体验

手工制作：制作当地古老竹制造纸工艺

民俗体验：瑶王宴、篝火晚会等

（二）研学重难点

1、研学重点

（1）将地理知识应用于实践，分析崀山丹霞地貌的成因与特点，从崀山丹霞地貌的形成与

发展中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2）深入了解科学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类的意义与价值，学会关注人类与环境和谐发展，

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2、研学难点

（1）引导研究性思考和学习；

（2）所看引导所思，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四、研学实施

（一）研学安排

行前安排

课题预习 1、推荐观看纪录片《地球的脉动》；通过图片、网络了解不同地貌的表现特征。

2、通过途趣云研学网络资源库预习本次研学课题和内容。

3、阅读《寻找最美崀山-中学实践读本》了解相关知识，确定探究课题。

研学动员 1、通过途趣云研学了解本次行程介绍与各项准备；

2、通过途趣云研学开展安全教育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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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安排

第 1 天

/上午/

学校-

吹响出发的号角，前往崀山。

◆车厢文化：文明旅游、安全教育、研学课题预习及知识互动。

抵达新宁，入住酒店、午餐、午休

崀山（大 ◆开营仪式：（10:45-11：15）

巴） 地点：北大门

1. 列队训练；2. 研学总控解说本次实践安排和内容;

2. 校领导发言；4. 宣誓。

◆实践课题一：爱国名人-艾青（11：15-12：00）

课程地点：北大门

◆课程内容：

了解艾青与崀山的故事；重温艾青爱国诗歌《我爱这土地》，学习《大

堰河-我的保姆》；了解“崀山山水赛桂林”的由来。

※1938 年日本侵略军连续攻占了华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疯

狂肆虐，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艾青随湖南省立乡村师范学校避战

乱迁来新宁，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我爱这土地》一诗：“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实践方法：实景讲解、诗歌鉴赏、人物故事。

◆午餐：新宁地方特色菜（12：00-13：30）

◆实践课题二：博物馆里的崀山（13：30-14：30）

课程地点：崀山博物馆

第 1 天

/下午/

13:30-17:30 ◆课程内容：

1. 参观博物馆地质厅、观看影视资料、通过《时间表盘》实验，了解地球演

变历史；了解丹霞地貌形成时期。

2. 了解崀山丹霞地貌形成的地质原因；幼、青、壮、晚年四个阶段的演变历

程；崀山丹霞地貌的特点。

3. 参观岩石实验室，认识不同的岩石及特点，重点了解崀山丹霞岩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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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方法：参观讲解、自主探究、实验分析

◆实践课题三：丹霞探究之辣椒峰、天一巷考察（14：30-17：00）

课程地点：辣椒峰、天一巷

◆课程内容：

1.实地考察丹霞景观代表：辣椒峰和天一巷，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外力作用；

运用地质知识分析地球表面变化对丹霞山貌形成的影响；运用放大镜观察岩

石，完成岩石观察记录表，分析其形成丹霞地貌的特点。

2.运用地质科考工具，测量经纬度、海拔，根据测量数据绘制简单地图、测

算辣椒峰和天一巷的山貌年龄，感受地质变迁的伟大；探究如何保护丹霞地

貌。

3.寻找崀山特有植物“新宁毛莨”“崀山唇柱苣苔”，利用放大镜观察其形

态、结构特征，了解其生物特性，分析其在丹霞地貌中的独特性。

实践方法：实地考察、测量探究、讲解分析、观察记录

/晚上/ ◆实践课题四：瑶王宴（18：00-19：00）

17:30-21: 课程地点：瑶族非遗传习所

00 ◆课程内容：

1、体验民俗活动拦门酒、劝酒歌。

2、品尝新宁特色瑶王美食。

※每年的 10 月 16 日是新宁瑶族传统的“盘王节”，当天到瑶寨的客人都会

受到最热情的款待，享受最尊贵的瑶王宴席。崀山“瑶王宴”就是据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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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瑶王宴”具体流程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开山门迎客，“瑶王”亲自

坐镇，擂鼓放炮迎客；二是拦门酒，姑娘边唱瑶歌边向客人敬酒送祝福；三

是瑶王宴，除油茶外，共有主菜六道、副菜四道，点心两道共十二道丰盛的

佳肴款待客人；四是劝酒歌，开席后，瑶家姑娘们手提特色米酒，唱着劝酒

歌，一桌一桌的敬酒；五是摇摇舞，就餐时间，瑶家姑娘围绕客人跳摇摇舞，

客人可以参与互动。

◆实践方法：体验互动；血浆鸭、锅巴菜等新宁特色美食探究

◆实践课题五：八峒瑶族文化探秘（19：00-20：30）

课程地点：瑶族非遗传习所

◆课程内容：

1、了解新宁八峒瑶寨历史渊源；学习峒语。

2、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峒歌欣赏、学习。

3、学习八峒瑶寨独特的竹文化：竹制乐器、竹根傩面。欣赏芦笙舞和竹根

傩面舞；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竹制乐器、演练合奏。

4、了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峒瑶山跳鼓坛；观看惊险刺激的上刀山下火

海。

◆实践方法：观看欣赏、民俗艺术学习、互动体验

◆住宿：入住酒店

第 2 天 起床洗漱、早餐：7：00-8：30；

7:00-8:30 餐后分组启程辣椒峰和天一巷

/上午/ ◆综合实地考察（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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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2:0 考察地点：八角寨

0 ◆考察内容：

1、登顶考察崀山气势磅礴的丹霞群峰，感受地质变迁的壮观；

2、寻找崀山植物种类，进一步理解生物多样性；

3、登山运动技巧和注意事项、生命安全教育。

※ 八角寨是崀山丹霞地貌区的第二高峰，登顶八角寨顶，俯览丹霞群峰，

犹如万马奔腾，气势磅礴，又如鲸鱼闹海，倒海翻江。所以八角寨顶是崀山

丹霞地貌区最佳的宏观观景点。

◆午餐：新宁地方特色菜（12：00-13：00）

下午 ◆课程汇报：崀山丹霞地貌模型搭建（13：00-14：00）

13:00-14: 课程地点：北大门

00 ◆课程内容：

运用材料，小组为单位制作一个崀山丹霞地貌模型；解说该崀山丹霞地

貌的形成时期、形成原因、植被特点。

实践方法：小组合作、模型制作解说。

/下午/

14：00

1. 研学总结、闭营

2. 拍集体大合照。

研学总结 通过实地考察崀山丹霞地貌，探究植物种类，激发学生对地质、自然学

科的兴趣，从中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行后课程及评价

目标

内容

1.学习整理分析研学素材，完成研学成果加工；运用展示、PPT 汇报等方式汇

报研学成果；2.运用研学评价考核研学成果。

1、开展本次研学调查问卷

2、完成课题研究报告和同步《研学手册》；整理研学素材，制作板报或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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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整理手工制作工艺品，作品需要文字说明、制作标签，以上汇总开展课程

成果汇报交流（讲座、展板等方式与学校协商）。

五、研学保障

（一）教学保障

1、行前准备

针对参与研学实践教育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开展提前培训，了解此次研学活动的目的和意

义，特别是对研学课题和研学目标进行提前学习，确定探究课题、阅读相关书籍、文献和

资料。

2、周密计划

综合运用教育教学资源，合理安排研学时间和教学内容，确保实现教学目标，研学中心

和校方根据本研学实践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制订教师教学指导书籍《研学教案》，

统一教学标准，形成《研学手册》提前印发给每个学生。

（二）安全保障

1、安全注意事项

拟定安全工作预案，明确家长学生、学校的安全责任。针对家长学生和学校，明确研学

安全注意事项，提前开展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意识。

2、安全工作预案

①针对吃住行研各环节研学中心将做好第四方（食宿、交通、基地）对接工作，备档服务

机构的相关资质，确保安全、规范操作。拟定安全工作预案，明确旅行社和供应方安全责

任和措施；拟定应急处理流程。

②学校师生提供准确身份证信息，购买 50 万意外保险和旅游责任险。

综合教育实践平台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