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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　　　　

序

　　利用国庆长假，看完了陆晔送来的《学会改变》一书的稿

件。听他介绍，这本书由两位上海市第三期名师工程校外教

育基地的学员，担当了研究与写作的重要角色。还记得２０１２

年的青年节，上海第一批校外教育的名师基地开班，面对学

员，我提过三点要求：第一，要对自己的发展做好规划，要确

保五年后有所提高；第二，结业时，要拿出校外教育领域中有

影响的研究成果；第三，希望每位学员都能努力成为校外教育

的实践专家。看来这批学员不负众望，交出了令人满意的

答卷。

本书是一批如今工作在校外教育一线的基层领导、教师，

以实践者的体验、感悟，并经过一段时间系统的理论学习、研

讨的结果。书稿中有对校外营地建设、发展的理论研究，有贴

近课改的校外教育实践探索，还有针对学生个性发展的校外

教育案例设计；可以引进关注校外教育的理论思考，也可以按

照经验介绍来模仿学习，更可以选择案例直接拿来使用。当

前，上海教育正在实施的综合改革方案强调了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的作用，本书的推出正对应了当前的改革需求，因此是非

常有价值的。书中凝聚了基地课题组专家和组员三年多艰辛

的学习、探索、研究历程，是一项系统的校外教育研究成果，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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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为我国校外教育领域填补空白，形成一家之言的意义。

多少年来，在我们的教育领域，受高考指挥棒和应试教育大环境影响，

课外活动、校外教育、户外运动都处于教育的边缘，可以说是教育组成部分

的点缀。将我们的基础教育与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学生

创新能力、动手能力、运动爱好等诸方面，而这些能力又是难以在课堂教学

中培养的。在市教委工作时，我曾经分管过校外教育，也参与了全国最大

的户外教育营地———东方绿舟的筹建和运营工作，对于校外教育酸甜苦辣

的滋味深有体会。对这些不如人意的状况也有认识，也为之呼吁争取，但

结果总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有些无奈。因此，现在看到一批青年人、后来

者，以校外教育、户外活动理论与实践作专题研究，并形成一部厚厚的专

著，尽管可能会有偏颇，但仍深感欣慰。

当然，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去思考，课外活动、校外教育、户外运动，应

该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个性培

养、发展的必要环节，但凡有见识的教育家，必然会着力地重视和推动它的

发展和落实。

其实仔细想想，课外、校外、户外这三者还是有区别的。课外活动对应

课内，它的活动范围还是在校内，它的教育内容可能是课堂教学之外的，例

如以前的课外兴趣小组，现在的社团活动。校外教育对应校内，它的活动

范围涉及社会与自然，内容当然包含所有的社会教育资源与自然教育资

源，可以是校外体验活动中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可以是各类专题的纪念

地、博物馆；可以是可供参观考察的高校、科研机构，当然也可以是学农基

地、野营基地。户外运动对应室内，它的活动范围应该专指广阔的大自然，

它的内容应该涉及人与自然的相处。课堂在野外，面对星空、山脉、湖泊、

森林、大海，观察浩瀚的繁星，观赏动物和植物，荒野露宿，定向越野，滑雪，

骑行，垂钓，潜水等。大自然里有最好的教育资源，对于学生来说，神奇的

大自然充满着惊喜和智慧，置身于大自然，这种直接的体验感受，能激发好

奇心，萌生兴趣。所以，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大城市的教育，真正意义上的

学会改变———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建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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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教育，可能只是小众化的起步。

在校外教育这个领域，仍有极大的空间可供我们教育工作者探索，试

验和实践。只有当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中，有了保证的课外活动、校外教育、

户外运动的时间与空间，有了合适的条件（场地、资金、师资），我们的素质

教育才算是得到了实施和推进。我们当尽力地作为，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原副主任：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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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抒写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建设新篇章

　　

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教育

是上海校外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是上海基础教育推进素质教育的教改窗口，

是国际化大都市提升市民生活品位的亮丽名片，

是为实现中国梦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编者按

一、厘清目标，有效作为

校外教育和广大中小学校是上海乃至全国基础教育的一体

两翼。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遵循全国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的建

设标准，已经成为上海校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范畴

包括各类丰富多彩的国防军政训练活动、农村社会实践活动、生

活生存体验活动以及其他各类主题教育活动等，并在促进青少

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关于“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

儿童健康成长”的号召下，全国的青少年户外营地蓬勃发展。新

世纪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加强

青少年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①，对青少年户外营地

① ２０００年６月３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中办发〔２０００〕１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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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出了基本要求，进而促使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建设和发展从规模化进

入规范化的新时期。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以下简称《纲要》）为国家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纲要》明确

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重点是要面向

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为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①以及

《关于进一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实施意见》②的精神，

全面推进本市校外教育事业的新发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特制定《上海市校外

教育工作发展规划（２００９年—２０２０年）（试行）》③，为全市青少年户外营地的长

足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和重点，战略性地提出了至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校外教育

工作的发展目标和“五大工程”、保障体系的具体举措。

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的建设始终得到上海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关心，在规范化建设过程中先试先行，不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走出了一条规范加创新的成功探索之路，打造出了地域品牌与特色。

当前，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逐步形成了覆盖面广的校外综合实践基地教

育活动网络，开发了一系列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形式鲜活的青少年校外

综合社会实践主题教育活动，打造出了一批如民族精神教育月活动、志愿者

服务、红色旅游、民族文化系列培训等具有时代特征和上海特点的青少年户

外营地实践活动的品牌项目，发展了一批以教育为主干，文化、科技、体育、

民防、消防、红十字、公检法等部门共同参与的校外教育专兼职的辅导员队

伍；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坚持与课程改革紧密结合，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社会

教育资源，在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外教育活动中，在开阔眼

界、陶冶情操、磨砺能力、提高素养、健康成长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

绩和骄人的成就。

学会改变———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建设的探索

①

②

③

２００９年，由中央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沪委办发〔２００９〕４号）。

２００９年，由中央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沪委办发〔２００９〕１３号）。

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上海市教

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印发（沪教委

德〔２００９〕３４号）。



００３　　　　

二、学会改变，科学发展

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进入新世纪后快速发展了十余年，又恰遇整个社会“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格局，各营地立足已有基础，谋划科学发展：关注建章立制，

注重规范管理；关注品牌建设，注重特色打造；关注建设营地文化，注重内涵发展。

课题组在探索过程中，基于对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科学发展的思考，借鉴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及的“教育的四

个支柱”：即学会认知（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ｋｎｏｗ）、学会做事（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ｄｏ）、学会共

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ｌｉｖ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学会生存（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ｂｅ），提出了青少年户外营

地必须“学会改变”（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ｃｈａｎｇｅ）的指导思想，并将此作为本书的书名。

“学会改变”蕴含了以下几个关键词：

１．改变：不改不变———明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扬长补短。从分析营地

自身的独特性入手，参考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同行之长，学习国外（欧美、日

本等发达国家）经验做法，与上海的教育特点、自身的教育特色相结合，探索一

套适合上海户外营地科学发展的道路。

２．规范：无规不立———从规范入手，为发展夯实基础。建立青少年户外

营地的规程（即明确营地的功能定位、软硬件建设标准和组织管理等），建立对

各营地（基地）的管理评价机制，推动营地的可持续发展。

３．课程：无所不在———营地是个“超级”学校，活动课程无所不在。活动

是课程，生活也是课程，交往还是课程，环境更是课程⋯⋯顶层构筑课程体系，

分为国防军政训练、农村社会实践、生活生存体验、主题创意活动四大类。紧

扣以“青少年的终身发展”为核心目标，贴近青少年、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同时

拓展学科知识、提升核心素养、丰富体验感悟、树立科学三观①。

４．教育：不可替代———营地教育具有综合性，能激发青少年的兴趣。“寓

教于乐”是营地教育的最大特点。各营地须在组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实践

活动的同时，从有效组织、规范教学、评价激励等方面入手，研究每一个实践活

动如何培养青少年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素养”。

前言　抒写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建设新篇章

① 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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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学习：无处不在———在营地的学习、实践与生活中，蕴含着多元的学习

方式。有些通过实践活动课程呈现，以体验性、合作性的方式来学习；有些属

于“隐性教育”，需要青少年有意无意地以自主性的方式来学习。作为营地的

辅导员，要敏锐地把握户外营地的教育契机，为青少年组织更好的实践活动，

营造更优的教育氛围。

６．师资：不可忽视———一支职业化辅导员团队是户外营地优劣的重要标

志。虽然硬件不可少，但“人始终是最关键的”。户外营地应该有自己的一套

专业发展之路：课程研究、教学探索、职业培训、专业考评、职称评审等，都是

促使师资队伍提升的关键因素。

７．品牌：不离不弃———以项目推进的方式，不断地挖掘内涵、拓展外延。

品牌贵在坚持与积累、重在创新与打造，要与营地的实际相符、与社会的背景

相融、与文化的发展相契。

三、探索实践，展望未来

国际性大都市青少年户外营地的教育工作者们还应立足已有３０年发展

的积淀，有更广的视野、更宽的胸怀、更深的思考，才能有厚积薄发的实力。

第一，明晰中国特色的青少年户外营地教育的特质，明确其对青少年实施

素质教育的贡献点，与当前课改的目标相比有所突破，与其他各类的教育相比

与众不同：有别于学校教育，如营地教育实践活动所蕴含的知识与能力更凸

显“综合性”；有别于其他校外教育，如实践活动更多地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关系”“生态教育”等；有别于家庭教育，需要远离父母，或团队协作或独立面

对各种实践与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与挑战；有别于社会教育，营地教育并不是完

全开放的，在教育目标方面是明确的、在安全方面是有机制保障的⋯⋯

第二，以课改和绿色指标、高考综合改革等提出的教育目标为出发点，参

照欧美等发达国家新世纪的教育发展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四大

支柱”、欧盟的“核心素养”培养、美国的“２１世纪技能”培养等；同时，汲取国内

外青少年户外营地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上海城市发展的特点，形成适合上

海青少年户外营地的发展道路。

本书凝聚了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的集体智慧，展现了上海青少年户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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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规范化建设征途中的可贵探索，进行了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建设的深度

思考。

希望本书编写组的思考、探索，能得到各位领导、同行、读者的指正。谨以

此书祝愿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进一步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抒写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建设新篇章。

《学会改变———上海青少年户外营地建设的探索》编委会

２０１５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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