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学旅行课程方案

“走近文物 触摸历史 济水探源”

一、课程背景及设计思路

济源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是首批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河南省的文物大市。济源曾为夏朝之都城，春秋战国时期先

为韩都，后为魏之重镇，自隋朝设县，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

历史。目前保留已确认不可移动文物有 948 余处，其中济渎庙、

奉仙观、延庆寺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济渎庙是历代帝王供奉祭祀济渎水神的场所，是目前国内保

存最为完整的四渎古建筑群，庙内碑碣石刻，是研究济源历史文

化、皇家祭祀、名人书法的珍贵实物资料；庙内的小北海是济水

东源。延庆寺，济水西源龙潭旁边，“龙潭夜月”被誉为济源九景

之一。寺院里的舍利塔承袭了我国早期佛塔风格，是楼阁式塔和

密檐式塔过渡时期的典型代表，寺内环境优美，人文故事丰富。

奉仙观主殿三清大殿大胆豪放的建筑手法，非常罕见。立于院内

的太上老君石像碑，记述了五帝、三代、秦汉至南北朝君王的功

勋，更是称颂大唐盛世的功业。

本课程通过设计听旨、拓片、搭建、观柏、看阁、寻源、学

艺、访塔、探绝等活动，旨在让学生通过网上查资料初学、实地

观察验证、动手体验深化、互动交流探讨、成果展示评比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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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探秘济水成因、济水水系，了解古建筑特色、碑刻文化和

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让学生感悟济水之美，了解济水在中国古

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古代劳

动人民智慧的赞美之情，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二、研学线路

西关学校---济渎庙---珍珠泉---延庆寺---龙潭泉----奉仙

观---西关学校

三、适用学段

小学四五六年级

四、课程主题

走近文物 触摸历史 济水探源

五、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通过研学旅行之安全课程，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外出安全知

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2．在班会课上，由班主任组织学生观看《济源九景之济渎晨

雾》《济源九景之龙潭月夜》，增加学生对济渎庙内景色和龙潭泉

月夜景色的了解和喜爱。

3．通过查阅有关济水之源的资料、实地察看济水东源--济渎

小北海、珍珠泉、济水西源—龙潭泉，听导游和学校教师讲述等

形式了解济水水系及济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4．通过现场拓片制作，让学生了解和学习拓片的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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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和听讲济渎庙、延庆寺和奉仙观内的碑刻内容，了解碑

刻文化。

5．通过查阅济渎庙、舍利塔及奉仙观的建筑结构，了解古建

筑的建筑特色。

（二）能力目标：

1．在班主任的指导下，让学生能够利用互联网进行查阅资料

及整理信息。

2．通过学生自行编组、就餐、参观等，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

力。

3．在研学旅行课程前期准备中，要求学生要提前进行知识准

备，挖掘书本，锻炼其搜集信息，探索求真的能力。

4.通过到景区实地参观，培养学生观察、比较、辨别和验证

的能力。

5．通过举行研学旅行成果展示，如征文比赛、办手抄报、研

学美照展览、主题班会分享等，锻炼学生书写、绘画等动手操作

能力。

（三）情感价值目标：

1.通过实地查看济渎庙、延庆寺、奉仙观三处实景，引导学

生树立爱护和保护文物的意识。

2.通过探秘济水源头和济水古河道的研学，通过探秘济水成

因、夏都城修建原因、文学欣赏、古建筑、碑刻欣赏等专题，让

学生感悟济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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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来回 10公里左右的徒步行走，磨练学生意志、健康学

生身心。

4.通过此次研学旅行，让学生了解济源文物、历史，欣赏济

源景区风光，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赞美之情，

增强学生的家乡自豪感。

（四）核心素养目标：

1.通过研学旅行活动，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文明意识、环

保意识和探究意识，提高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2.通过研学旅行活动，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和基

本的观察、比较和辨别能力。

3. 通过研学旅行成果展示，培养学生敢于表现、学会倾听、

乐于分享的能力。

六、课程内容及实施

研学旅行课程实施共分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 10

月 1日—10月 12日，为行前准备阶段，3课时；第二阶段 10

月 13 日一天，为行中研学阶段，12 课时；第三阶段 10 月 14

日—10月 20日，为行后展学阶段，4课时。整个课程共 19课

时。

（一）行前准备

1.学生明确研学主题

（1）学生、老师、家长共同参与，确定研学旅行主题为“探

秘济水之源”，所要到达的研学地点为济渎庙、延庆寺和奉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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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邀请文物局相关人员、研学旅行课程专家、家长学生和

教师代表参加，召开研学旅行方案展评会，确定研学旅行方案。

（3）在学生研学旅行出发之前，学校结合文物局相关工作人

员、济渎庙、奉仙观工作人员和延庆寺周边群众，反复考察研学

线路、文物知识、学生就餐、道路交通等具体事宜。

（4）将研学旅行方案向家长公告，其中包括研学旅行费用具

体项目，取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5）明确学生出行所带的相关物品（禁止携带各类刀具、打

火机、火柴等危险物品）。

（6）携带研学旅行笔记本、笔，穿合适的鞋子，预备一次性

雨披及双肩背包等。

2.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文明教育

安全教育：

本次研学旅行为徒步游，在研学过程中，需要对学生进行以

下安全提醒：

（1）行进途中，如果个别学生身体不适，则必须报告给班主

任老师，班主任老师与家长联系后，做好安排；

（2）如果在研学旅行途中发生意外，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求助，

如打 110，120等。

（3）行进过程中，要求学生保持队伍秩序，保证队伍纪律，

不得追逐打闹，注意行进安全。

（4）同学们在旅行途中要保证不脱离队伍，维持可互相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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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如若迷途，则要求先镇定精神，拨打老师电话，告知情

况，然后停留在原地，不要再乱走不得随便购买路边的问题食品、

饮料等。

（5）所有同学要按照指定时间准时集合，在研学旅行过程中

不得擅自离队，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有紧急事情，需要向跟班老

师报告，得到允许后方可离去。

（6）在参观济渎池、龙潭泉时，不要靠近池水，切忌往池水

中扔东西，避免掉进水中。

文明教育：

（1）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

（2）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自觉排队遵守秩序，不并

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

（3）在寺庙内，保持安静，避免高谈阔论，避免嬉笑打闹。

（4）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

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5）爱惜公共设施。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

用水，用餐不浪费。

（6）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礼让老幼病残，不讲粗

话、脏话。

3.研学任务单

“让文物活起来”研学小问号 (一)——济渎庙篇

1.说说济渎庙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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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济渎庙全称济渎北海庙，始建于 ，总体建

筑分为四大部分：前面是 ，后面是 ，东边

是 ，西边是 ，这四大部分各自独成院落，

却又浑然一体，然后再加上一条长长的御道就组成了一个甲天

下的“ ”字形布局。

3.位于济渎庙内的 碑，刻于明洪武三年，为

研究明朝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礼仪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4.济渎庙内有一棵柏树，相传是唐代大将军 在济渎

庙当监工时，曾经把钢鞭挂在这里，所以把它叫做将军柏。

5.古济水独流入海，与 、 、 并称“四

渎”。

6.济水作为我国古代的四大河之一，后来由于 河改道

而逐渐消失。

7.济水流经的城市有 （最少写四个）。

8.白居易写的《题济水》中有这样的诗句：自今称一字，高

洁与谁求？ ， 。

9. 王屋琴书是一门在济源土生土长的、属于济源人自己的民

间艺术，她的演唱语言以 的方言为基础，地方特色鲜明。

王屋琴书的主要乐器有 、 、 、四弦等。

10.生于河南济源市武山镇(今思礼镇)的唐代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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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世人尊称为"茶仙"。

11.济源市济渎庙东侧的 ，自古就是济源名泉，因天

然泉水呈 状喷涌而出得名。

12.思考题：为什么济水被历代文人墨客称颂（围绕济水精神

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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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物活起来”研学小问号 (二)——延庆寺篇

1.延庆寺始建于 ，因濒临济水西源龙潭，故又

名 。

2．延庆寺塔为 面 级楼阁式砖塔，高 米。

3．紧邻延庆寺塔西有泉，叫 ，为济水西源，潭水清

莹澄澈。月夜，潭光塔影，清幽如画，被称为 ，

为济源九景之一。

4．延庆寺舍利塔因塔埋 而得名，又称龙潭寺塔。

5．你还知道中国哪些有名的佛塔，请写出几个吧！（最少四

个）

6.思考题：你对延庆寺的开发和保护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写

一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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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物活起来”研学小问号 (三)——奉仙观篇

1．奉仙观位于济源市 ，建于 ，又被人

们称为 。

2．奉仙观内三清大殿用 、 作梁， 和 作

柱，故俗称 。

3．奉仙观内主体建筑三清大殿是河南省现存 5座 代木构

建筑中最重要的一座，也是全国重要的 代单体木构建筑之一。

4．三清大殿内的四根梁柱分别取自济源市的 村

村、 村和 ，县志、碑刻均有记载，木材产地皆因

树木稀奇而改成现在的地名。

5.奉仙观内现留存有 碑，系建观时立，

其拓片 1973年曾赴日本展出。

6．奉仙观现存建筑坐北朝南，依中轴线依次为 、

和 ，左右两侧为 和 。

7．思考题：请你简要叙述奉仙观三清大殿的“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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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中研学

活动一：观大明圣旨 学祭祀文化（约 10分）

研学形式：倾听讲解、现场观察、师生互动

辅导老师：班主任、济渎庙内导游、庙街小学小讲解员

研学地点：大明诏旨碑前

研学目标：

1、通过讲解碑文的历史内容，观察实物，让学生对济水有初

步的了解，让学生对明初的政治、祭祀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让

学生对朱元璋以及明史有初步了解。

2、通过对祭祀文化的研究让学生知道古人在改造自然方面的

成功和无奈，从而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改

造自然的能力。

研学过程：

1.到大明诏旨碑前排队 ，听辅导员讲解（5分钟）

听讲内容 ： a.朱元璋简介 b.中国古代祭祀传统

   c.济水的历史地位 d.大明诏旨碑的内容

3.学生分小队认真观察（2分钟）

4.让学生讨论如下问题（3分钟）

（1）朱元璋写此圣旨的目的是什么？ 朱元璋的执政特点是？

（2）五岳是指： 、 、 、

（3）五镇是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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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海是指： 、 、 、

（5）四渎是指： 、 、 、

附录：大明诏旨碑简介：古时候有四座相对的碑，现在都已经被毁掉。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 1993年出土的，保存完好。通过这个碑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对岳、镇、

海、渎等自然神祭祀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是明太祖朱元璋下的一道圣旨。主要内容是改革了各州、郡、县的城隍之神，和

历代的忠臣烈士，这样一来，祭祀就大大简化了，废除了历代铺张浪费的风气。大家看

圣旨的全部内容在这（手指亭子的东南角）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封长江为南渎大

江之神，淮河为东渎大淮之神，黄河为西渎大河之神，济水为北渎大济之神。长江、淮

河、黄河为大川大河，封王封神，顺理成章，而济水不过一条普通的河流，用唐代诗人

白居易的话说是：“盈科不数尺，岸柳难通舟”，为什么自古以来却和长江、淮河、黄河

并列四渎而受到历代帝王和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呢？据历代传说，济水流到黄河岸边，

看到黄河流水浑浊，不肯与黄河同流合污，居然潜入地下，从黄河河床底下伏流而过，

然后到了南岸，又喷涌而出，继续向大海流去。一路三起三伏，流经河南、山东诸市县

而入渤海。它与黄河为邻，却不象黄河那样恃强为暴，决愁民生，而象一位温和慈祥，

宽厚仁爱的历史老人，或平地开源，为河为渠，或穴地伏流，为泉为井，默默的滋润两

岸的农田，养育两岸的儿女，推动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从而在济水流域创

造了一步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正是这样的精神和意志，这样的品质和美德，才使

济水虽细，也能同长江、黄河、淮河一样列为四渎，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活动二：体验拓片制作 学当小专家（约 30分）

研学形式：现场听讲、动手制作、互动展示

辅导教师：班主任、文物专家

研学地点：大明造旨碑北侧方台

研学目的：

1.通过给学生讲解拓片知识、制作过程、并亲自动手制作拓

片，让学生知道“拓片”工艺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

用，并能够了解一些书法、医学、人文、历史等知识。

2.通过学生讨论拓片和 U盘的特点，让学生感悟历史的厚重，

同时激发学生学习现代科技知识的兴趣。

研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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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师组织排队，听文物专家讲解拓片作用 （2分钟）

3.听老师讲解拓片制作过程（2分钟）

4.动手体验拓片制作（20分钟）

5.后期收集或自己动手制作拓片、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学成果展

示比赛”

6、活动结束后，班主任组织学生讨论：（5分钟）

（1）拓片的意义

（2）拓片制作过程

（3）讨论：拓片和 U盘的相同不同之处

（4）讨论：古代人是如何记录信息

附：拓片：

广义：将宣纸蒙在器物表面用墨拓印来记录花纹和文字 狭义：指碑拓

中国传统拓印程序：

1. 先将石头或青铜表面图文部分刷洗干净

2.浇上清水

3.将宣纸润湿，然后自上而下将宣纸轻敷于拓文表面，再将湿宣纸上贴一层干宣纸

4.将四角四边固定，用毛刷敲捶宣纸，然后除去干宣纸

5.稍干后用扑子蘸取墨汁，轻轻扑打湿纸

6.风干后取干宣纸

活动三：体验斗拱搭建 学做小鲁班（约 20分）

研学形式：现场听讲、动手制作、互动展示

辅导老师：班主任、文物专家

研学地点：清源门后东侧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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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目标：

1.通过听讲和观察斗拱模型，让学生了解斗拱的内部结构，

感受古人的智慧。

2.通过动手组装，让学生体验“斗拱结构”的巧妙之处。

3.通过研究深入学习，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古建筑知识。

研学过程：

1.到斗拱前排队 ，听文物专家介绍斗拱结构（3分钟）

2.以小组为团队动手制作（10分钟）

3.讨论还有哪些古建筑结构（2分钟）

a.榫卯 b.斗拱 c.飞檐

4.讨论古代著名的工匠和建筑物有哪些，并完成如下问题（2分钟）

（1）木匠的祖师爷是： ，酿酒的祖师爷是 ：

（2）鲁班锁也叫锁，是一种高榫卯结构。（相互讨论，生活中有

见过的同学，一起分享交流）

附：斗拱：中国古代汉族建筑特有的一种结构

作用：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

在唐代发展成熟后，便规定民间不得使用。

榫卯结合：榫卯结构，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

主要的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

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榫卯是极为精巧的发明，这种构件连接方式，使得中

国传统的木结构成为超越了当代建筑排架、框架或者刚架的特殊柔性结构体，不但可以

承受较大的荷载，而且允许产生一定的变形，在地震荷载下通过变形抵消一定的地震能

量，减小结构的地震响应。

榫卯是在两个木构件上所采用的一种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凸出部分叫榫(或榫头);

凹进部分叫卯(或榫眼、榫槽)，榫和卯咬合，起到连接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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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木制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榫卯结构是榫和卯的结合，是木件之间多与少、高与

低、长与短之间的巧妙组合，可有效地限制木件向各个方向的扭动。最基本的榫卯结构

由两个构件组成，其中一个的榫头插入另一个的卯眼中，使两个构件连接并固定。榫头

伸入卯眼的部分被称为榫舌，其余部分则称作榫肩。

榫卯结构广泛用于建筑，同时也广泛用于家具，体现出家具与建筑的密切关系。榫

卯结构应用于房屋建筑后，虽然每个构件都比较单薄，但是它整体上却能承受巨大的压

力。这种结构不在于个体的强大，而是互相结合，互相支撑，这种结构成了后代建筑和

中式家具的基本模式。

活动四：了解汉唐文化 学习古柏精神（约 15分）

研学形式：倾听讲解、实地观察、师生互动、诵读诗文

辅导老师：班主任、济渎庙内导游、庙街小学小讲解员

研学地点：济渎庙将军柏

研学目标：

通过学生代表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学生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

气息，参观千年古柏，学习柏树坚强不屈 ,不被困难打倒的精神，

“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

研学过程：

1. 由庙街小学的小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将军柏的千年历史及历史

典故，同学们认真倾听。（5分钟）

2. 师生互动交流，解疑答惑。（5分钟）

3. 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带领学生观察将军柏的树干和树枝形状，

学生拍照。（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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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体诵读将军柏碑文诗词 。（2分钟）

"满地风霜空凛凛，凌云节操愈苍苍"。

附：将军柏历史典故讲解词：

同学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古汉柏图志碑"。碑上有首诗:"老树何年

荫柘黄，至今犹带紫泥香，材高岂但倚廊庙，岁久还须作栋梁，满地风霜空凛凛，凌云

节操愈苍苍，夜来明月枝头动，疑是将军宝剑光。"从诗意看，"古汉柏"也就是现在巍

然尚存的"将军柏"了。这棵粗可七人合抱，高达三十余米的老树，传说为唐初叱咤风云

的名将尉迟敬德奉命来这里监守大庙时，曾经把自己使用的钢鞭挂在树枝上。五代后汉

皇帝为了追念他的功绩，便封此树为"将军柏"。

我们看到的这棵树，大家猜一猜有多少年树龄？

来! 我来告诉大家：

据今至少有 1800多年的历史！这棵树在县志、碑刻及历代多人的诗词歌赋和一些

民间的神话中都有记载，它是“东汉遗物”，但没有具体年份，历史上东汉 220年灭亡，

即便从东汉最后一年算起，至今也有将近 1800年的历史了

活动五：感受王屋神韵 见识古人智慧（约 15分）

研学形式：学生讲解、实地观察、互动交流、归纳总结

辅导老师：班主任、济渎庙内导游、庙街小学小讲解员

研学地点：济渎庙石匾、长生阁

研学目标：

通过“天下第一洞天”石匾，了解道教文化的渊源，参观长

生阁，领略独特的建筑风格，让学生见识古人的智慧和精湛的技

艺。

研学过程：

1.学生代表讲解天下第一洞天的由来和长生阁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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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钟）

2.班主任老师指导学生观察长生阁前的“柏树”形状，了解柏树

的寓意，学生拍照。（3分钟）

3.师生寻找何首乌，观察其特点，了解其寓意，学生拍照。（3 分

钟）

4.师生互动交流，完成以下问题：（3分钟）

（1）“天下第一洞天”指的是 ，为十大洞天之首，号 。

（2）长生阁是道家祈求之所，台前天然生成的古柏和何首乌寓

意 。

附： 1.天下第一洞天讲解词：

同学们好！大家有谁知道“天下第一洞天”是指哪里吗？是的，“天下第一洞天”

即王屋山，为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号“小有清虚之天”。

唐著名高道司马承祯在其所著《上清天宫地府经》中，把天下名山分为十大洞天、

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其中王屋山被列为“天下第一洞天”，号“小有清虚之天”，

奠定了王屋山洞天福地的宗旨地位。

王屋山的兴盛和道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轩辕黄帝大统天下后，于八月十

五在天坛山重会西王母，欲求得道成仙之术，并在此建上访院，访寻四海仙人。以后每

年的八月十五，四方善士、各路神仙皆云集王屋山。被称为道教鼻祖的老子李耳，也曾

入王屋山修炼，天坛山绝顶至今尚有“老子炼丹池”遗迹。道教早期的著名人物，如仙

人王子晋、清虚真人王褒、著名方士于吉、南岳夫人魏华存、道教理论家葛洪等都曾修

道于王屋山。被称为我国“药王”的医学家孙思邈是唐代著名道士之一，晚年结庐于王

屋山翠微庵，采药行医，济世救人，直至仙逝于此，现孙真人坟尚存。开元十二年（公

元 724年），唐玄宗李隆基命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选形胜，建观而居，后又派胞妹玉真

公主拜司马承祯为师，入王屋山修道，自此道风大盛。

由于玄宗皇帝特别青睐王屋山，拨付大量资金在王屋山修建了全国最大的皇家道观建筑

群，为三清、四御、三官、十方、雷祖、西王母等先天元神均建立了宫殿，从天坛山的

三清殿、玉皇殿、轩辕殿、王母洞到十方院、阳台宫、紫薇宫、清虚宫、迎恩宫、三官

殿、玄台殿等方圆数十里，组成了庞大的道教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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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王屋山不仅是道家人物修身、炼丹、成仙之所，还吸引了许多文人墨

客来此寻幽探胜，陶冶情操。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韩愈都先后来王屋山游历，

并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

长生阁：清代高台建筑，道家祈求长生不老之所。台前天然生出的古柏虬枝盘曲、

横斜逸出，与藤蔓倒垂、郁郁葱葱的何首乌均寓意长寿

活动六：探寻济水之源 感悟济水精神（约 20分）

研学形式：倾听讲解、实地参观、诵读诗文、拍照记录

辅导老师：班主任、研学辅导员、济渎庙内导游、庙街小学小讲

解员

研学地点：小北海

研学目标：

通过倾听讲解，并对小北海的实地参观，加深学生对济水文

化的了解，增加对济水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全身心地感受济

水变迁历程，学习济水美德，传承济水文明，发扬济水精神；

研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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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代表讲解小北海。（5分钟）

2.师生互动交流以下问题：（5分钟）

（1）“渎”意为，“四渎”分别为 、 、 、 。

（2）济水初源在 ，西源在 ，因东流成河，现称为 ；

东源在 ，泉水喷涌，汇聚成河，现称 ，两河汇合后

称 ，也称济河，即古时的济水。

（3）济水流经的城市有 、 、 、 等。

（4）你知道济水精神和济水美德是什么吗？（由研学辅导员李维

松校长讲解）

3.班主任和班长组织学生集体诵诗：（5分钟）

（1）白居易《题济水》：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

万古同悠悠。

（2）《济源颂》

4、班主任带领学生参观、拍照留念。

附：1.小北海讲解词

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生活的城市为什么叫“济源”吗？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济就是指济水。我们济源是古济水的发源地，所以叫济源。渎是什么意思呢？《尔雅·释

水》中记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渎的意思就是独流入

海的河流，因为古人认识范围的局限性，所以认为符合独流入海条件的河流只有江、河、

淮、济。

济之为渎，非因水著，乃因其品。

其一：济水平地涌泉，三起三伏，经河南山东两省，绵延 2500 多里而独流入海，

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其二：济水今温县和荥阳附近横贯黄河，但流出后依然是非常清

澈，古人因而认为济水具有永拒外污，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性。其三：江、河、淮虽

然造就了中华文明，但不可回避的从古至今一直作为害河来治理的对人民也造成相当大

的伤害，而济水则没有，大家可能觉得济水那么小，怎么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呢？

19



其实济水是因为后来变小的，在《战国策》中记载，“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

也就是说当时的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有济水和黄河做为天险，那么就可以固若金汤，

所以，济水量在当时是相当巨大的,济水量大，却未对人造成伤害的君子之风，也值得

人们祭祀，所以要祭礼济水，北海指今贝加尔湖，远在大漠艰于祭祀，因同为北方水神，

唐贞元十二年（796年）在此修建北海祠，望祭北海祠。这也是为何北海祠为何会在这

里修建的愿意！

附：2、济水精神

历史上的济水已经不存在了，但曾经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济水，却给我们留下

了济水精神。这种精神存在于历代文人歌咏济水的文献当中，存在于古济水沿岸人民代

代相传的血脉当中。

济水精神可概括为：一是济水是一条独流入海的大河，她虽然没有长江黄河那样磅

礴的水量，却不因小而自卑，因弱而菲薄，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冲破重重阻碍，奔

向大海，这体现了济水柔弱而刚强、自强不息的精神。二是济水是历史记载的唯一一条

有益而无害的大河，她用甘甜的乳汁滋润两岸人民，但从没有掀起波澜危害百姓，这体

现了济水一心造福人民的“谦逊仁爱”精神。三是济水是一条始终如一的清河，从源头

到入海口一直保持河水清澈，尽管有黄河曾夺其河道，但据传说济水穿越黄河河底而过，

保持河水清纯而不被黄河浊水所污，这表现了济水清廉自律、永葆节操、始终如一的品

质。四是济水是一条已经消失的大河，“江河淮济”四渎中，其他三渎仍在，只有济水

已经消亡，据考证主要原因是黄河北移夺其河道所致。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多次泛滥，

济水为避免黄河泛滥危害百姓，甘愿自我牺牲让出河道，这体现了济水包容大度、自我

牺牲的精神。简言之，济水精神可概括为自强不息、谦逊仁爱、清廉自律、包容大度的

精神。

活动七：赏龙亭 听琴书 赞国学艺术之美（约 15分）

研学形式：现场观察、动手参与、讨论总结

辅导教师：班主任、研学辅导员

研学地点：龙亭

研学目标：

通过指导学生观察龙亭的建筑特点，观茶艺，听琴书等活动，

20



结合学生搜集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龙亭的由来及特点，茶文化

的底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王屋琴书。

研学过程：

1.听庙街小学小讲解员介绍龙亭的建筑特点，班主任组织学生齐

诵：宋代诗人文彦博《题济渎》：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

根。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济渎庙内导游跟进讲解

济水精神。（5分钟）

2.由班主任老师介绍王屋琴书的历史及现状。（3分钟）

3.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仔细观察聆听王屋琴书，近距离观察琴书

所需乐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3分钟）

4.通过现场参观龙亭，聆听琴书学生讨论解决以下问题：（3分钟）

（1）龙亭古建的特点，着重柱子，顶部

（2）王屋琴书作为济源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单谈谈感想

活动八、跳跃在剪刀和双手间的艺术（约 15分）

研学形式：现场观察、动手参与、讨论总结

辅导教师：班主任、研学辅导员

研学地点：龙亭北侧

研学目标：

1.通过观察健康路小学现场剪纸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动手能力。

2.通过观察现场纺花，让学生学习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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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对古代工艺的传承和发扬。

研学过程：

1.在班主任老师组织下观看有关“剪纸”和“纺花”版面。（3分

钟）

2.在班主任老师和辅导员的组织下，以小组为单位观看健康路小

学现场剪纸，同时在老师和健康路小学同学帮助下完成简单的剪

纸作品，通过简单的评比，对好的剪纸作品进行简单的奖励（笔

记本、笔），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增进学校间学生的交流。（7

分钟）

3.在老师和辅导员的组织下，观察纺花技术，抽取小组成员实际

操作，同学们协助完成简单的纺花工序，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

协作能力。（3分钟）

4.师生互动，讨论解决以下问题：（3分钟）

（1）简单谈谈龙亭柱子上的雕刻工艺和剪纸工艺有什么异曲同工

之处。

（2）纺花技术作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你有何感想。

活动九：观珍珠泉水之清，生爱护文物之情（约 10分）

研学形式：现场聆听、实地观察、拍照记录

辅导教师：班主任、研学辅导员

研学地点：珍珠泉

研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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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李维松校长讲解珍珠泉，了解济水作为四渎之一，它

的起源以及支流的分布。

2.现场观察珍珠泉，增强学生保护水资源，保护环境，结合

济渎庙正在进行的修缮而衍生的保护文物的意识。

研学过程：

1.老师和辅导员组织学生沿珍珠泉有序排队，认真聆听李维松校

长讲解珍珠泉的相关知识。（5分钟）

2.在校长和老师的感召下，进行简单的保护环境，保护文物的宣

誓，从小培养学生爱护环境和文物的意识，升华此次研学的主题

（3分钟）

3.通过聆听李维松校长的讲解以及珍珠泉的现场观察讨论以下问

题：（2分钟）

（1）对于保护环境在平时的一点一滴的生活中，哪些是我们力所

能及的。

（2）谈谈你对保护古代文物的感想。

活动十： 龙潭寺赏鉴（预设时间 14：00-15：00）

研学形式：参观浏览、交流探讨

辅导教师：班主任、研学辅导员

研学地点：龙潭寺景区

研学目标：

通过让学生到景区参观浏览，听老师讲解，参与互动结合学

23



生收集到的“济水文化”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考察，了解济源市

发展历史和城市精神，增进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研学过程：

1.整队

（1）班主任和研学辅导员协调整理队伍，强调安全注意事项。(注：

由于学生前后到达时间不一致预计 5-10分钟)

2.听讲解(15分钟)

（1）由吴洋欢老师讲述“舍利塔”建造历史；

（2）听孔涛老师讲解“济源县”史，了解家乡发展历史；

（3）听优秀学生讲《四令堂》《陈母教子》小故事，激励学生勤

勉好学；

3.实地观看（10分钟）

（1）在老师指导下，学生观察“舍利塔”建筑特色；

（2）徒步到达“龙潭泉”，听班主任老师讲解，觅昔日“济水”

辉煌；诵诗：最爱龙潭夜月秋,空明玉镜乍沉浮,嚣尘不觉随心远,

清旷犹能与日谋。

4.想一想，交流探讨（20分钟）

通过参观浏览龙潭寺景区，交流探讨，解决产生的研学问号。

（1）“龙潭寺”“舍利塔”名字是怎样得来的？

答：“_________________”

（2）想一想、算一算“龙潭寺”距今有多少年？

答：“_________________”

24



（3）济源市城市名字的由来，建市历史及荣誉称号有哪些？

答：“_________________”

（4）讲一讲《四令堂》、《陈母教子》的共同之处？

答：“_________________”

活动十一： 天生我“材”必有用（预设时间15：40-16:30）

研学形式：实地参观、交流探讨

辅导教师：班主任、研学辅导员

研学地点：奉仙观

研学目标：

通过让学生到景区参观浏览，听老师讲解，观察奉仙观整体

的建筑特色，了解“三清大殿”的“三绝”，参与互动，感受古代

建筑师的智慧，激发学生探究文物的兴趣和保护文物的决心。

研学过程：

1.整队

班主任和研学辅导员协调整理队伍，强调安全注意事项。（注

由于学生前后到达时间不一致预计 5-10分钟)

2.听讲解（15分钟）

（1）听老师讲解，了解“奉仙观”建造历史背景；

（2）走“山门”-“玉皇殿”-“三清殿”，听辅导老师讲解各个

建筑特点，看历代建筑风格，欣赏古建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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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讲“太上老君石碑”碑刻内容，回想盛唐之风；听“点石

成金”小故事；

（4）在研学辅导员翟伟宁老师的讲解下，了解“三清殿”的“三

绝”，叹建造师用“为物是用”、不拘一格的见识和思想；

3. 师生互动交流，解决以下问题（30分钟）

（1）奉仙观现存建筑坐北朝南，依中轴线依次为 、

和 ，左右两侧为 和 。

（2）奉仙观内三清大殿用 、 作梁， 和 作柱，

故俗称 。

（3）三清大殿内的四根梁柱分别取自济源市的 村、

村 村和 ，县志、碑刻均有记载，木材产地皆因树木稀

奇而改成现在的地名。

（4）在你知道“奉仙观”建造历史背景后你认为哪些做法、思想

值得我们学习？

（5）课外延伸：自己最擅长什么？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三）成长评估

1.根据本次研学旅行特点，从行前备学、研学纪律、文明行为、

徒步磨砺、诵读展示、研学手册、研学小报、研学摄影、研学征

文、班会分享等 10项内容对学生的研学旅行活动进行评价。

2.研学成果评选项目：

（1）摄影展示：研学旅行中，学生随手拍的外景在研学之后

进行展示，让学生自发进行投票，选出一、二、三等奖，丰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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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课余生活。

（2）手抄报制作分享：在摄影比赛结束之后，制作主题手抄

报，结合本次研学旅行活动专题，对获奖作品进行为期一周的展

示分享。

（3）征文比赛：研学归来，学生书写研学感受。学校举行征

文评比，设一、二、三等奖。

（4）举行主题班会，学生分享研学心得

研学之后，进行课程延伸，在各班班主任的辅助下，由各班长

组织，开展“我爱文物—济水之源”主题班会。一方面让学生将

此次研学自己所搜集到的、摘录的成果展示出来，另一方面提供

学生自己组织自己展示的平台。

分小组讨论，研学中最期待的研学方式或喜欢研学旅行的理由；

每人提至少三条自己所知道的旅行注意事项，小组分享；班主任

和研学旅行辅导员分组指导、点评。

评 价 行 前 研 学 文 明 徒 步 诵 读 研 学 研 学 研 学 研 学 班 会 评 价

项目 备 学 纪 律 行 为 磨 砺 展 示 手 册 小报 摄 影 征 文 分 享 结果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课程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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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彰优秀

评选出优秀研学成果、优秀班级、优秀小组、优秀个人；通

过班会、学校显示屏、专题展览等形式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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