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七中研究性学习活动培训材料

根据高中新课程改革的相关文件要求，高中学生要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并取得相应的学分。为

帮助师生理解“研究性学习活动”，我们特别整理出这份培训材料。

一、什么是研究性学习活动

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

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

在中学设置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目的在于改变同学们以单纯地接受老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同

学们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学到的知识加以综合运用于实践的机会，促使你们

能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策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概括地说，一方面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学会主动学习；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把研究性学习作为一种学习方式，是指目前学生已经在各科学习中进行的探究学习；把研究性学习作

为一种课程形式，就是我们这里讲述的研究性学习活动。

二、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类型

目前，在中学所开展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主要有两种类型：课题研究类与项目设计类。

（一）课题研究类：

课题研究类以认识和解决某一问题为主要目的，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文献研究等等。

1.调查研究法：比如说为了解中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于是对各地中学生上网目的进行问卷调查，将

收集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的科学统计分析，从而获得问题答案的这种研究方式就是调查研究；

2.实验研究法：比如每当我们夏天走到久放的垃圾堆旁边时，总能闻到排放的气体所产生的一股刺鼻

味，为了弄清这些气体到底含有哪些主要成份，对我们身体有无伤害，我们可以收集该垃圾堆排放的气体，

并在实验室对这些气体进行一系列的化学实验，通过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推断，最后得出结论。这种研究

方式就是实验研究；

3.文献研究法：泉州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有些文化现象我们只能借助于古人所留下的文献资料，先进

行大规模地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客观地研读分析、批判推敲、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像这样的研究方

式就是文献研究。

（二）项目设计类：

项目设计类则是以解决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问题为主要目的，包括社会性活动设计和科技类项目设

计。比如，有一道绿蓠把路道分隔成东西两半，但又不是全隔开，还是会有行人或车辆从绿蓠的间隔区域



在东、西两边串过，现有的设计到底是否合理呢？我们可以经过调查、分析，设计出更好的方案，这就是

一项社会性的设计项目。又如，机器人水母、残疾人机械臂等。

三、我校如何进行研究性学习活动？

根据高中新课程改革的精神，结合我校的实际，高一年级学生每人应参与完成一个研究性学习课题研

究。

除了课程安排的规定课时，一部分研究活动的日程可以安排在课后或周末在指导老师带领下自行独立

完成。但如果这项活动全部安排在假期，小组活动过程中成员之间的交流不太方便，更不能留下开展这项

工作旁证材料，如将来必须提供的照片、视频等相关资料。所以假期结束后还需要利用课余时间或自习课

时间进行交流、材料整理、成果展



的帮助。②学生分组，选出组长，确立研究的问题（专题、课题），分组制定研究计划和进度表，确定指

导教师；当小组确定了一个研究课题后，就要设计一些研究方案，这方案就是阐述怎么去研究，何种手段？

设定一个研究进度，比如，为了进行这一研究，必须第一步要做什么？是收集原始数据，还是组织学习理

论等等为进一步研究作好数据和心理、知识、能力方面的准备。第二步做什么？第二步往往是探究的核心，

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推测、论证等工作，第三步是陈述你所获得的结论。当然这一切活动的开展当然

离不开指导老师，所以，必须早早地确定指导老师。③在班级举行开题报告会，聘请指导教师参加。学生

在开题报告会上，陈述选择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这个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研究方法、步骤，课题研究

的条件、预期成果，并回答老师们和质疑团成员的提问。建议学生在开课报告会上课题小组长发言时用

PowerPoint幻灯片或实物作辅助说明。

研究处于实验阶段时，学生要认真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①搜集、分析、整理、提取各种信息资料；

可采用访谈、上网、查阅书刊杂志、问卷调查、科研实验等形式；②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做好记录；③

不确定交流，在小组以内，小组之间，班级之间，师生之间等可进行随时随地的交流；这一阶段，指导老

师将会跟踪指导，随时掌握各小组或个人的研究进程，并加以指点，做好记录。

活动即将结束，进入表达交流阶段时，①各小组或个人上交研究论文，实验报告，调查报告，活动方

案，科技作品，音像资料，光盘等成果材料，每人上交一份小结，班级举行研究性学习活动交流报告会，

推选优秀成果参加年级评选；②师生共同评价各小组或个人的研究成果，决出优秀成果奖。

在课程档案中，学生和指导教师都有一些必须书面完成的工作记录。同学们按课题组和个人必须完成

的分别有：课题申报表、开课报告、研究方案、研究成果；研究日志、个人小结。

学生上交的开题报告中必须包括名称、目标、意义、内容、方法、所需资源、人员分工、进度安排、

成果形式、指导教师等内容，并在班级开题报告会前上交，并在学校网上管理平台上提交申请材料。

研究成果可以是：结题报告、研究论文、实验报告、调查报告、科技作品、光盘、录像资料等。课题

结束时上交，并在学校网上管理平台上提交结题材料。

五、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学生评价

（一）评价内容

1.个人评价内容：参与过程、学习态度、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完成任务情况（个人在课题研究中承

担的责任），以及个人学习材料积累，即，文献资料、学习心得、研究方案、实验方案等；

2.课题组评价内容：

（1）开题评价：问题意识，思路方法，方案可行；

（2）中期评价：信息集取，思维创新，操作技能，探究习惯，实践能力，协作精神；

（3）结题评价：凝炼观点，论证能力，表达交流（研究论文、研究报告、发明制作等）。

（二）评价程序



1.个人评价：个人在小组内交流学习心得，采用个人评价与课题组评价进行有效结合的方法进行民主

评议；

2.课题组评价：先小组讨论，然后报指导指导老师评定；

3.学校评价：由教务处和教研室组织人员对各课题组及个人进行评价给定学分。

4.针对学生优秀研究课题，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和相应的指导老师作出表彰。

学生在进行研究性学习活动时，如果需要设计一些表格对调查或实验数据进行统计整理，或对实验现

象进行记载等，可在学校研究性学习网上管理平台下载相关表格（表格可以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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