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高中研究性学习的困惑与思考
——以“留花都一方净水”为例

■

利用本地资源开展高中研究性学习，有利于获取

第一手材料，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多地了解本地区的情况，

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鉴于研究性学习并不是高考的科目，因

此学习效率一直不高，为提高高中研究性学习效率，我们尝试

从老师、学生、评价方式等方面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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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研究性学习列入中学课程计划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

重大举措，标志着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

育在基础教育中得到全面落实。而开展好高中研究性学习，就

是要培养学生独立的、持续探究的兴趣，使学生获得参与社会

研究、参与社会实践与社区服务的积极体验，促进中学生形成

良好的三观，培养学生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升中学生的核

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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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学生爱国爱乡的情怀

开展研究性学习需要学生走向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对本地区各类社会现象的调查研究，让学生可以深入了解

本地区的社会万象，增强了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通过了解家

乡，从而萌生热爱家乡的情怀。比如对家乡的环境保护。曾经碧

绿清澈的湖水，如今只见浊浪翻滚；曾经树木葱苍的山头，现在

已是面目全非。是不是“经济上去了，环境下来了”? 为了探个

究竟，课题组确定了在花都区内展开了对水库现状的调查研究

工作。

调查一开始，课题组对花都区水库情况的认识模糊，我们

把调查目的定义成“还花都一方绿水”；而在紧接着的实地考察

中，我们看到了花都区颇具代表性的几个水库的水质、环境等

问题并不严重，决定把“还花都一方绿水”改为“留花都一方净

水”。在这个过程中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学生关注家乡、热爱和

建设家乡的情怀油然而生，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瞬间增强。

2.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一扫“填鸭式”的传统教育模式，将课堂开放到

现实的情景中，使学生到课外开展课题研究，获得亲身体验，逐

步形成善于质疑、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努力求知的积极态度，

激发他们探索、创新的欲望。通过研究性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学

会获取信息，学会整理与归纳信息，学会判断和识别有价值的

信息并加以利用。比如：在开展“留花都一方净水”这一课题研

究中，研究小组沿着考察路线的主干道——山前旅游大道，调

查花都区的几个大中型水库，研究小组考察的第一站，是靠新

华镇城区最近、以供城市饮用水为主要功能的洪秀全水库。

洪秀全水库位于花都区中部，是花都区的主要水体之一，

也是区内地面饮用水水源之一。在考察过程中，研究小组抽取

了洪秀全水库的水样进行化验，根据《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Ｇ

Ｂ３８３８—８８》，学生发现洪秀全水库除氨氮 (NH3-N)一

项指标外，其余四项均达标。也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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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退了，再加上由于研究性学习没有升学考试要求，做好做坏

一个样，做与不做一个样，导致不少学生对开展研究性学习兴

趣不大，积极性不高。二是缺乏探究的技能和相关知识。如何开

展研究性学习，如何收集材料，如何整理相关信息等缺乏充分

的指导。三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淀，很多学生不会选题，觉得

无从下手，尤其是对身边的本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意识不强，

结果部分学生为了应付老师，在网上随意下载一篇应付了事，

导致撰写的研究报告质量不高，甚至是低下的。

从教师层面来说，指导教师对研究性课题指导的积极性不

高，指导不到位。具体表现在：一是个别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不

高，对怎样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一知半解，不能为学生提

供更好的服务。二是学校对研究性学习的管理工作存在漏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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