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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核心素养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和目标。研究性学习是高中阶段的重要教

学内容。在实际的课堂教学活动中，结合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注重课程定位，考虑课程实施的现状，结合研究性学

习的开题、过程和总结三个阶段，结合学生的身心特点，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研究性学习指导活动。本文从

核心素养的角度探究了研究性学习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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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的终身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中，无形的教育

更加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核心素养主要包含

核心品质和关键能力两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对研究

性学习核心素养的探究，结合核心素养的品质和能

力，开展研究性学习教学活动，充分考虑学生核心素

养培养，结合研究性学习课程定位，开展有效的课堂

指导活动，加强研究性学习的有效指导，加深学生对

知识内容和技能学习，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全面提高。

一、开 题 阶 段———结 合 学 生 身 心 特 点 和 学 习

情况

高中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应当以全面和谐的培

养目标作为基础，坚持整体育人的教学理念，结合高

中生的身心特点，考虑学生的学习情况，尊重和理解

学生的实际情况，重视开题阶段的教学策略。

（#）选题应当结合学生身心特点。在结合学生

身心特点开展研究性学习选题中，首先应当考虑学

生现阶段的生活，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设计相应的

研究性学习课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学生的

核心素养 培 养。如“回 收、利 用 旧 电 池 中 的 有 用 物

质”“中学生营养与健康”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前一

个话题是探究旧电池的危害和价值，如何发掘其价

值并且利用它；后一个课题是结合相应的探究活动，

让学生了解营养与健康的相关知识，开展研究性学

习活动，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其次，结合学生的社

会实践经验。高中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教师应当鼓

励学生走出教室，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塑料及其

回收利用”的课外实践活动，组织学生积极参与，结

合学生的自身实践经验，引导学生了解塑料污染的

现状、危害以及如何回收和利用塑料。开展这样的

实践活动，让学生有了更深的体验，参与相关的调查

活动，开展相应的塑料回收和利用。这样的研究性

学习活动更加接近学生社会实践，能够丰富学生的

体验和感受。最后，注重校园活动的开展。此项活

动的开展以校园作为主要的活动空间，将文化活动

内容作为主要的活动内容，丰富学生的视觉和触觉

体验。如“校园名人寻访”校园活动中，组织学生参

观名人故居，欣 赏 名 人 字 画，感 受 名 人 作 品 中 的 内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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