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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无疑，研学旅行就是“以游玩为目的的学

习，或者以学习为目的的游玩”，在游览、观光、

交际中完成论和做的结合，在阅览风土人情中

提升社会认知。 那么，合肥市将研学旅行纳入

课程安排，并纳入学分统计，这究竟是一门什

么样的课呢？

被纳入综合实践课

合肥、扬州等率先试点

去年年底，教育部着手在全国中小学生中

实施研学旅行试点，苏州、合肥、西安被确定为

首批试点城市。

今年，苏州市教育局制定了《关于开展苏

州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试点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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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小学校首批列入试点。 在苏州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的具体实施方案中，明确研学旅行

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综合实践课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

“过了风淋通道，把身上的灰尘以及毛发

吹掉之后，我们透过玻璃橱窗，看到各种各样

的小面包的初加工。 能亲身体验一把新鲜蛋

糕、面包如何出炉的全过程，同学们那是相当

的激动……”

这是合肥

9

中的一位同学，在研学旅行课

参观安徽省烘焙业的龙头企业———采蝶轩以

后，在征文中写到的感受。 合肥

45

中的同学，

参观了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详细

了解了变压器的制造流程和相关工业，感受中

国企业正在创造世界领先水平，同学们大受鼓

舞，纷纷表示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今年，合肥有万名中小学生参与以“工业

游”为核心的研学旅行，学生们的游学路线有：

参观美菱冰箱展览馆， 了解冰箱的制作过程；

观看可口可乐生产流程，了解畅销全球的可乐

文化；参观荣事达太阳能科技馆，了解全球太

阳能科技发展应用历程；走进伊利，看看牛奶

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合肥市教育局对全市约

50

所学校近

4000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

93.2%

的学生表

示有兴趣参加工业游活动。合肥市教育局局长

方东玲说，“工业游以一种远离课堂，又回归课

堂的方式，展示了合肥科技创新型城市的独特

魅力，已成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 ”

区域特色鲜明

挣学分其实并不易

既然研学旅行是中、小学生课堂教学的延

伸，出发前的目的地就得三思，不是简单地走

走看看，也不能哪里好玩去哪里，而是要结合

学科教学内容和当地的区域特色， 让学生在

“游中有所学、在行中有所思”。

合肥是工业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现

有

35

个工业行业、

200

多个工业门类，拥有汽

车、装备制造、家用电器、电子信息等八大重点

产业。 在推行工业游活动的过程中，合肥市教

育局坚持知与行相统一的原则， 注重实践教

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

在每个参观点的设计上，就年龄特点和学

科教学内容进行安排，如高科技农业园区温室

大棚主要针对小学生，而江淮汽车的生产线适

合的就是初、高中学生。

游，仅仅知的开始。

在每次研学旅行结束后，都会开展丰富多

彩的征文、演讲、绘画、摄影等后期活动，引导

各中小学学生积极参与，并以成绩形式计入学

分。

南京弘光中学则直接将其纳入课程安排，

这两套课程名叫“石城光影”和“金陵文韵”，教

材由语文、历史、地理、美术四科老师合作编

写，里面有南京

60

处名胜景点。“石城光影”以

寻访南京

30

处名胜景点为主，包括栖霞山、东

庐山风景区、玄武湖等，供初一学生使用。 “金

陵文韵”以寻访

30

处明清、民国历史文化景点

为主，供初二学生学习。

翻开教材会发现，每个景点有两页，浮光

掠影栏目可以贴上自己的摄影作品，寻访记忆

一栏，让学生用文字来记录寻访过程。 心语心

情栏目，可以写感受。 两本书最后，各印有

30

封感谢信。 学生可以剪下，送给提供帮助的景

点工作人员。

校方说，一本书

30

个景点，建议在

1

年内

游完，但只要完成

20

个并有图片或文字记录，

就可以得

75

分的基本分。如果完成

30

个或记

录非常精彩，还能得发展分。 学校还将开设具

体的指导课程，如摄影、采访、调查等。 学生的

课程完成情况，将直接以学分的形式，计入学

年总成绩。

公共教育产品

尚需加强顶层设计

在国内，研学旅行刚刚兴起。

在一些发达国家，这早已经成为本国青少

年成长过程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尽管名称

不同，但起源于

1946

年的日本“修学旅行”，是

至今为止日本学生最具有特色的集体学习活

动，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机构在

2008

年统计，日

本修学旅行实施比率高中为

94.1%

、 初中为

97.0%

、小学为

93.6%

。

据悉， 日本从战后就有修学旅行活动，后

来发展得很普遍，写入了国民教育大纲，纳入

了学校教育法，大纲上规定，包括特殊学校在

内的所有学校必须开展，目的是要让日本的中

小学生体验集体生活，培养集体意识和团队意

识，增强对环境、自然、历史和周边社会的理解

和认识。如今日本规定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必须

完成在本国的修学旅行活动，已经被纳入正常

的教学计划范围中。

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也明确将修学旅行

极其载体青年旅社写入了当地的教育法，对修

学旅行的课程、方式、时间等都作了明确的规

定。

中国教科院专家高峡表示，韩国以及我国

台湾、香港地区的情况和日本差不多。 日本的

修学旅行一定要在外住宿， 全体学生都要参

加，费用不高，贫困家庭的学生由学校提供补

助，实际上是从教育经费出。 这位从事游学课

题研究的专家指出：“和国内最大不同点，就是

每年日本的学校都有修学计划， 多少学生、什

么时间、什么路线，然后由学校老师带队出去，

校长往往是第一责任人。 ”

高峡建议，游学是培养集体意识的一种好

方式， 应该作为一种公共教育产品向大家提

供，寓教于乐，寓教于游。教育部门应将游学纳

入课程，进行顶层设计，提出规范性要求。 今

后，研学旅行可能像语文课一样成为每个学校

的课程。

相 关 链 接

韩国“毕业旅行”算学分

“毕业旅行对韩国学生而言，属于必修项

目。 不参加没有学分，就不能毕业。 ”韩国信兴

大学副校长边鹤焕教授介绍，韩国教育部门早

些年便已经将“毕业旅行”作为学生的一项“必

修课目”，纳入学分管理。学生只有参加并修够

相应学分，才可以毕业。

韩国鼓励该国学生以旅行的方式，了解本

国的文化遗产，接受教育和影响。 在地位相当

于我国西安的韩国古都庆州市，平时吸引大批

的学生前往参观，他们会获得专业的讲解。 韩

国倡导学校安排一定数量的课时，让学生在毕

业离校之前了解本国的名胜古迹。 近年来，韩

国高校每年送大批的学生以观光为目的到中

国旅行。

北 日

V

i s i o n

史 话

中秋节， 是现代最隆重的法定节日之一。

中国人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过中秋节的？比较可

信的说法是，此节俗与上古时期八月祈祀活动

有直接关系， 远古时的八月已有以酬农神、祭

地母和祛灾驱疫为主题的庆典。

唐代女性中秋“拜月”

“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

从《周礼·春官》的“中秋夜迎寒”一说来

看，“中秋” 在中国古人心中已占有一定位置，

但此时的“中秋”与现代的“中秋节”并非同一

概念，即便到了节假日最多的唐代，八月十五

都不是法定节日。 倒是当时的新罗（朝鲜半岛

国家之一），已将八月十五列为法定节日，放假

三天。

虽然八月十五不是节日，但唐代八月十五

的活动还是很丰富的。 这一天，最为活跃的是

女性，特别是女孩子，后来广为流行的“女子拜

月”， 便是唐代女性中秋之夜最爱做的事情。

“大历十才子”之一李端的《拜新月》一诗，所描

写的便是唐代女性拜月的情形———

开帘见新月，

便即下阶拜。

细语人不闻，

北风吹裙带。

诗中的“新月”，便指八月十五这天晚上刚

升起的月亮。 在唐代，“女子拜月”风俗颇为流

行，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女性在八月十五晚

上都不忘拜月。 施肩吾的《幼女词》，进一步证

明了拜月风俗对唐代女性的影响，连小女孩都

知道———

幼女才六岁，

未知巧与拙。

向夜在堂前，

学人拜新月。

唐代女性为何喜欢中秋拜月？这里有极深

的文化内涵和宗教背景。 在古人看来，中秋节

与七月十五的中元节、 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一

样，都是女性节日。古人认为万物有灵，月亮上

也有一位神仙———代表女性的太阴之神，与代

表男性的“太阳神”相对应。

“嫦娥奔月”的神话诞生后，作为月神的月

亮更被拟人化，嫦娥成了月亮女神的化身。 嫦

娥是女性的福音，能赐予女性美貌、爱情与家

庭幸福，自然要祭拜她。 这一观念在唐代已被

广泛认同，唐代女性爱拜月，便很好理解了。

后来，唐代女性的“拜月”风俗逐渐成为中

国女性共有的中秋节风俗，希望“貌似嫦娥，圆

如洁月”，由此还衍生出“月亮占候”、“摸秋送

瓜”等风俗。

古代女性如何拜月？ 明末文人刘侗、于奕

正合著的 《帝京景物略·春场》 里有这样的记

述：“八月十五日祭月……家设月光位，于月所

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 ”

至于“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节日规则，

应该是古代女性出于维护自己节日空间的需

要而逐渐形成的。事实上，这一规则并非“全国

通行”，有的地区拜月便不避男性，甚至男女同

拜，明嘉靖时期的《固始县志》曾记载，当地“男

女望月罗拜，已而欢饮。 ”

北宋时期中秋节有了“团圆”内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代，“中秋节”的概念已形成，而且深入

民间。

“中秋节”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南宋吴自牧

所著的《梦梁录》中，这本书所记述的是南宋时

的节日风俗，卷四中的“中秋”条称，“八月十五

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 ”而

该书的《序》，即是吴自牧于“中秋日”所作。

宋代除继承了唐代女性中秋拜月的风俗

外，还有更潇洒的活动“玩月”。北宋孟元老《东

京梦华录》“中秋”条称，“中秋夜，贵家结饰台

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当时的皇家还会举办

“中秋晚会”，附近居民半夜都能听到从后宫传

出的音乐声，此即所谓“丝篁鼎沸，近内庭居

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 民间也不

会早早休息， 连小孩都不肯睡，“闾里儿童，连

宵嬉戏。 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

南宋时期，“玩月”热闹得更近乎疯狂。 吴

自牧笔下曾详细记述了临安的中秋之夜：“此

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

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

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

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

排家宴，团子女，以酬佳节。 虽陋巷贫窭之人，

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此夜天街卖

买 ，直到五鼓 ，玩月游人 ，婆娑于市 ，至晚不

绝。 ”

这段文字不需要翻译，相信读者也能体会

到当时中秋节的热闹气氛。南宋中秋之夜可谓

“欢乐之夜”，当时负责京城治安的“金吾”（相

当于警察的官员）也不多事，干脆取消了夜禁。

宋代这种“玩月”的时尚，亦即大家所说的

“赏月”。 其实唐代已出现“玩月”一词，唐卢肇

《唐逸史》中便提到唐玄宗李隆基“玩月”之事，

当时名叫罗公远的道士，曾应召入京，于中秋

之夜“侍明皇于宫中玩月”。

宋代对中秋节的最大贡献，是给中秋节赋

予了“团圆”的内涵。 后来中秋节被视为“团圆

节”， 源头应该在北宋。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在

《水调歌头》里，把北宋人对中秋节的理解阐释

得淋漓尽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

在中秋明月夜，苏大才子毫无睡意，借酒

消解对远方弟弟苏辙的思念———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从此，“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每

一个中国人中秋佳节里最美好的愿景！

“月饼”一词始于南宋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

聚餐，是中国节日永远的主题之一，和端

午节“吃粽子”、元宵节“吃汤圆”一样，“吃月

饼”是中秋节的食俗。 中秋吃月饼风俗始于何

时，有不同的说法。

民间说法是始于唐初。大将军李靖征讨匈

奴得胜

,

八月十五凯旋而归。 当时有位经商的

吐蕃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 唐高祖李渊（一

说唐太宗李世民）心情大好，对着月亮脱口而

出：“应将胡饼邀蟾蜍”。

胡饼是圆形，代表圆满；蟾蜍则指月亮。李

渊将胡饼分食群臣，此后就有了中秋吃胡饼之

俗。 到李隆基（唐玄宗）当皇帝时，杨贵妃将胡

饼易名为“月饼”。

显然，这种说法并不靠谱，唐代连真正意

义上的“中秋节”都没有，何来月饼？ 但唐代在

八月十五有“吃饼”习惯是可能的。日本僧人圆

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记述，八月十五这

天，“寺家设餺饨、饼食等”。

另有学者引《洛中见闻》称，唐僖宗李儇曾

在八月十五赐“饼”给在曲江宴饮的新科进士。

但所赐之饼是不是月饼？ 尚不好说。

目前较为可靠的说法是，北宋时中秋节已

有吃月饼的风俗，但是否普遍并不肯定。 苏东

坡《留别廉守》一诗中，便有“小饼如嚼月，中有

酥与饴”的说法。

北宋虽然有八月十五吃月饼之俗，但所食

月饼当时并不叫“月饼”，而称为“金饼”。 当时

的文人苏舜卿《和解生中秋月》诗中即称，“银

塘通夜白，金饼隔林明”。

“月饼”一词，一直到了南宋才出现。

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荤素从食店”条、

同时代的周密《武林旧事》“蒸作从食”条，均出

现“月饼”一词。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月饼似

乎并不是八月十五才吃的专用节日食品 ，乃

“四时皆有” 的日常食品———不过在中秋节这

天食用，意义非同寻常。

明代中秋节流行送月饼

“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

中秋节吃月饼到元代已更加“讲究”。元末

陶宗仪的《元氏掖庭记》中记述过元武宗海山

过己酉（公元

1309

年）中秋节的情况。 中秋之

夜， 元武宗与诸嫔妃泛舟于皇家的太液池，设

宴取乐， 所上食物相当丰富：“荐蜻翅之脯，进

秋风之鲶，酌元霜之酒，啖华月之羔”。 这里的

“啖华月之羔”即为“吃月饼”。

到了明代，“吃月饼” 已为中秋节固定风

俗。 中秋节所食之饼除了“月饼”叫法外，还有

“团圆饼”、“团饼”等叫法，正德《建昌府志》中

便称，“中秋，登楼玩月，多用西瓜、团饼，亦取

月圆之义。 ”

明代， 中国古人过中秋还出现了新气象，

现代必不可少的“月饼”，成为时人过中秋节之

必备，现代特别流行的中秋送月饼风俗明代已

开始流行。 崇祯《嘉兴县志》称，“十五是为中

秋，作饼肖月形，曰‘月饼’，有相馈遗者，取团

圆之义”；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也有相同说

法，“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 ”

不仅南方人喜欢中秋送月饼， 北方人亦

然。 嘉靖《威县志》记载，“中秋置酒玩月，为月

饼馈之。 ”

中秋送月饼风俗是怎么形成的？据说缘于

“走月”活动。 所谓“走月”，就是乘着中秋月圆

之际拜亲访友，馈赠糕点、鲜果等食品。

早在元末，甚至更早时间，“走月”活动就

已出现。 笔者苏北老家有一则“八月十五杀鞑

子”的传说：元末朱元璋起义时，相约“杀鞑子

（蒙古人）”，推翻元政权。 元代，蒙古人对民间

集会控制极严，朱元璋便利用八月十五“走月”

送月饼的习俗，将约定起义时间的纸条包在月

饼里送出， 从而完成了起义总动员，“送月饼”

风俗也因此在明代得以广泛流行。 当然，还有

另外一说，送月饼“杀鞑子”，是吴王张士诚想

出的主意。

到了清代，中秋“送月饼”更为流行，并影

响到现代人的节日消费行为。 倪方六

《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在国内热播

大洋彼岸，

美国孩子也爱比“认字”

如今《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正火

,

但

鲜有人知道

,

这类文字竞技节目在西方国家已风靡

多年。 在美国

,

每年的拼写大赛由美国娱乐与体育节

目电视网直播

,

有超过

400

万观众热捧。 其实在拼字

比赛进行的时候

,

正是美国热门体育比赛和春夏电

视剧进入关键性时期

,

但是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

视网不为所动

,

每年仍然顶风而上与娱乐节目叫板

,

从不担心观众流失

,

收视率一直保持高水平。

美国拼字大赛已火了几年

拼字大赛简而言之就是比赛谁认字多

,

比谁写

字不出错。此类比赛在西方国家历史悠久

,

在欧洲

,

这

样的比赛从

16

世纪就举行过。美国首次举办全国性

在校学生的“拼写”比赛是在

1925

年

,

由肯塔基州的

《信使报》编辑部主办。 此后每年一次

,

只是在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停顿了几年。 后来

E.W.

斯克里普斯集团

成为这项比赛的赞助机构

,

到

2013

年

5

月

,

已举办了

86

届

,

这一拼字大赛也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最长、规模

最大的文化教育类赛事。

斯克里普斯全国拼字比赛

,

也被称为“全国拼字

蜜蜂比赛”

,

每年的比赛时间是

5

月“国殇日”长周末

之后的一周。 从

2011

年至今

,

拼字大赛定在马里兰

州国家海港的盖洛德度假村和会议中心酒店举行。

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当晚直播比赛。 至于为

什么叫“蜜蜂”

,

没有确定的说法

,

大概是取它勤劳工

作之意吧。

这个比赛从全国

8

岁到

14

岁的学生中进行选

拔

,

所有公立、私立、教会和其他类型的学校学生都

可以参加。参赛的孩子也被称为“拼字蜜蜂”。第一届

获胜的拼写王子

,

是年纪不满

13

岁的弗兰克·诺伊

豪泽尔

,

他最后拼读获胜的字是“

gladiolus(

剑兰

)

”。

拼字能手爱数学

比赛对参赛者资格没有特殊要求

,

但是要得到

全国比赛的入场券

,

却是要有些真功夫的。

初级比赛由各学校自己安排

,

参赛门槛并不高

,

美国各类学校的适龄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

,

但是选

拔的道路却很艰辛。 孩子们先是在本年级进行比赛

,

再比出全校最佳

,

再经过县市级的多次淘汰

,

只有地

区的第一名

,

才能参加全国决赛。 在美国海外领地和

军事基地的学生

,

会推选出他们的选手。 而且该赛事

也接受国际上所有希望参赛的好手加盟。 中国也有

学生参与这项比赛。

为应对难度越来越高的比赛

,

孩子们会在练习

时使用统一的工具书

,

即由美国权威的辞书出版机

构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编辑的官方辞书《请你拼

写》。 这本辞书的内容每年变更

,

现在这一部共有

1150

字

,

按词源分类

,

并附有练习题。

别看这些比赛中的实际词汇量并不是很大

,

但

是它们的来源却是非常宽泛的。有一部分字是“难者

不会

,

会者不难”型；诸如印第安人的工具

,

多年前的

饮料名等

,

让年纪尚小的孩子有这样丰富的涉猎很

不容易。 还有就是来自国际上其他语言的“进口”词

汇

,

拼写方式千变万化

,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陷阱”。

当地区和国际上的小 “字典” 们集中到比赛地

后

,

先要进行两个白天的预赛和半决赛

,

然后是总决

赛———整个过程算下来

,

冠军要经过

1

轮笔试和

5

轮口试才能登上领奖台。

这些小拼字“蜜蜂”们都是头脑清醒

,

理解力很

强的孩子

,

而且活泼可爱。 当被问到他们在学校里最

喜欢的科目的时候

,

其中大多数人都表示最爱学数

学。 而在主办单位对这些选手跟踪调查中发现

,

这些

小拼字能手们更多选择成为医生和科学家

(

首届冠

军弗兰克·诺伊豪泽尔后来成为一位专利法律师

)

。

所以专家们让家长们放心

,

参加拼字比赛后

,

这些孩

子依然能够全面发展

,

并不会变成只会“啃”字典的

小书虫。

印度裔男孩今年夺冠

今年的拼字比赛在

5

月底举行

,5

月

29

日举行

总决赛。共有

281

位

8

到

14

岁的“拼字蜜蜂”聚集在

美国马里兰州参加比赛

,

他们来自美国各州和华盛

顿特区以及加拿大、巴哈马、中国、加纳、牙买加、日

本和韩国。

能够参加决赛的孩子们都是曾经 “过关斩将”

,

凭一个字一个字的努力才走上决赛舞台的

,

所以他

们在整个过程中

,

始终保持有序和镇静。 每听到一个

字后

,

他们有的默念一下

,

有的用手试拼一下

,

然后再

正式读出每个字母。 很多小选手在这一过程中绞尽

脑汁

,

而他们此时的表情也十分可爱。

今年的主持委员会由雅克·贝利博士担任主考

人。 他曾是

1980

年的拼字冠军

,

后来主修古希腊文

和拉丁文

,

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贝利博士

从

2003

年起就是这个比赛的正式读字考官。他以惯

常的清晰和中缓语速为小赛手们提供单词

,

认真回

答他们的提问

,

耐心地为他们用这些单词造句

,

非常

有职业风范。

这一天

,

贝利博士共列出了

74

个单词

,

最终来自

纽约皇后区的印度裔男孩阿文德·马汉卡里战胜了

所有对手

,

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助他获胜的字

,

是来自

意第绪语

(

犹太人使用的由德语、希伯来语等的混合

语言

)

的

Knaidel

一字

,

指的是犹太人的一种食品

,

有

些类似饺子。

13

岁的阿文德·马汉卡里的家庭来自印度

,

却能

正确地拼读出犹太人的食品用字

,

高难程度自不必

说

,

其象征意义也很重大。 这说明美国纽约是个国际

化的大都市

,

那里的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

,

能够接

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产品

,

对世界有广泛的认识。

王 炎

研学旅行是一堂什么课？

中国古代怎么过中秋节

今年起，安徽合肥中小学将试点研学旅行，并纳入学分统计。

研学旅行的时间，可以在学期中间安排，也可以在寒暑假安排；原则上小学四年级以下学生

1

天，四年级及以上学生

1

至

2

天，初中生

2

至

3

天，高中生

2

至

7

天、境外研学

7

至

15

天。 研学旅行活动结果还将纳入学分计入

2

至

3

分。 从研学旅行活动范围看，大多以省内和周边省份为

主，内容以历史文化、工业科技、自然生态、红色记忆为主，体现徽文化特色以及合肥本土文化。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