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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D_9C_C2_B7_E5_8F_c38_61230.htm 一、活动目标 1．对人

类探险及其意义有进一步的认识，学习探险家乐于探究进取

、勇于挑战自然与自我的精神。 2．了解在探险过程中必备

的生存知识和基本技能。 3．在活动中培养战胜困难与挫折

的勇气和信心。 4．在活动中培养口语交际和写作能力，清

晰明确地陈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二、活动指导与建议 1．这

三项活动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能力、条件，任选一

项，亦可让学生自由组合，分成三个活动小组，每组开展一

项活动。三项活动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根据需要相继开展

。一般来说，同时进行便于在课时上作统一的安排，除了前

期准备外，两节语文连堂即可完成。但相继开展教育面更大

一些，在某一小组开展某项活动时，其他两组的同学便可前

往观摩，甚至互派“探险小记者”作及时报道。三项活动就

其难度和综合程度而言，呈现出由易到难、由相对简单到比

较复杂的阶梯性分布。本次活动约用5个课时，其中写作占2

个课时。若时间不够，有的活动可放在课外进行。 2．开展

“探险家的故事”这一活动，一是要让学生学会搜集资料，

挑选资料，培养学生处理、利用资料的能力；二是要让学生

把搜集到的“故事”用口语表达出来，培养学生语言复述能

力和口头描述能力；三是要让学生在对古今中外的探险家探

险故事的追踪中培养开拓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这项活动以“故事会”的形式来展示，但开故事会不是活动

的惟一方式，也就是说，作为“综合性学习”，应该考虑到



它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如，“故事会”之前，可以通过适当

的形式来比比谁的探险故事搜集得最多；“讲故事”结束时

，还可以开个座谈会，各人说说自己“讲故事”或“听故事

”的体会、感想以及从中受到的启迪等。这样，这一综合性

学习活动就超越了以往的语文课外活动，不再是某一单项语

文技能的训练，而是借此可以达成多种教育功能的整合。 3

．“七嘴八舌说探险”这一活动，在综合程度和自主性方面

比上述活动要更进一步。开展这一主题活动，教师要注意以

下几点： 第一，设置“辩题”要使辩论双方都有话可说，有

理可辩，使双方观点能够交锋。如果一方理据确凿，而另一

方理屈词穷，论辩就难以展开和深入。教科书中设置了关于

“探险”的正反两种不同的观点，乍一看，正方（“推崇探

险论”）的观点更容易找到理据支持，教科书中的选文和教

科书编写的价值取向都是对正方的支持。但是，深想一下，

反方（“反对探险论”）的观点也不无道理，除了教科书所

提示的“消耗了许多时间”“浪费了许多钱财”“有生命危

险”之外，是否还可作更深广的思考？比如教师可从以下几

方面加以启发：从一定程度上说，探险是“人类中心主义”

观念支配下的产物。这种观念认为，面对自然世界及其生物

世界，人类无处不可以涉足，只要人类力所能及，便可以“

占山为王”“插旗为疆”，据为己有。但是，如果超越“人

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我们可以质疑：人类的步履就没

有限度或限界吗？只要人类足迹所至，那里就必然属于人类

吗？就理应由人类来主宰吗？事实上，人类探险的足迹所到

之时，也就是那里的灾难发生之日。不是吗？人类飞向太空

，太空的垃圾已环绕地球；人类登上“地球之巅”──珠穆



朗玛峰，今天的长江之源已受到污染；人类出入原始森林，

那里的“土著”动物、生灵即受到惊扰和侵害，甚至难逃劫

难⋯⋯如同哥伦布探出“新大陆”带来了殖民主义的扩张，

当今人类无所自律无所限制的“探险”，也反映了人类中心

主义的扩张。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探险也是如此。人类探险

在哪里留下脚印，也就在哪里留下了灰尘。 上述观点未必全

部正确，也并不完全代表编者的观点，这些都不重要，因为

，开展这场辩论的旨趣也并非要弄个谁是谁非，而是借此帮

助学生对“探险”有个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还可以培

养学生探究的兴趣和勇于创新的思维品质。 在开展关于探险

的是是非非的辩论过程中，教师要更多地关注有可能在辩论

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使辩论双方大体势均力敌，让双方观点

激烈碰撞，充分展开，以期达成深度交流。不过，教师的指

导和调控，主要是在正式辩论之前帮助学生做好充分准备，

而不要在辩论之中“披挂上阵”。 第二，指导学生认清“探

险”和“冒险”的联系和区别。探险是指去从来没有人去过

或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考察（自然界情况）；冒险是指不顾

危险地进行某项活动。若进一步推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

以区别：①“探险”是过程，也是目的，之所以要“探险”

，就是要解开那些极少有人涉足或人类从未涉足的自然之谜

；而“冒险”只是一种手段，之所以要“冒险”，是要通过

“冒险”行为来达到预定目的；②探险是有充分准备的漫长

之旅，整个过程是考察和研究的过程，是人类认识、探索自

然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对自我的体能与智能的挑战和

考验，而冒险是在某一具体情境之中的不得已而为之或应急

性的行为；③探险和冒险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冒险并非就是



探险，而探险常常需要冒险，因为面对自然界之谜，每前进

一步都具有一定的冒险性，甚至可以说，探险的过程就是无

数次冒险的联结过程。 第三，“七嘴八舌说探险”的综合性

主要表现在：要完成这一活动不仅需占有大量的古今中外探

险的材料，而且要从探险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光荣与灾

难、功绩与损害中提炼出足以说服对方的观点，特别要能联

系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来谈论探险的功过得失。总之，

通过这一话题的辩论，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辩证

的观点和综合的思维能力、思维方法。教师要在这些方面多

加引导和启发，而不要拘泥于知识性问题的解答。 4．“生

存夏令营模拟招聘”这一活动的突出特点在于“情境模拟”

性。如果说，通过“讲故事”“辨是非”活动的开展，对“

探险”有了形象感知和理性思考，那么，开展“生存夏令营

模拟招聘”活动，则把学生引入具体的活动情境之中，让学

生设身处地体验探险，以此来锻炼学生意志品质，培养其生

存能力和独立精神。开展此项活动，宜分四步进行。 首先，

“招聘小组”要设计好情境，即值得挑战的自然环境，并用

语言文字或图画具体描述或描绘出这一情境，要描述或描绘

得具有神奇的魅力，以吸引挑战者前来应聘，接受挑战。 其

次，招聘小组根据不同的情境（或荒野大漠，或荒滩孤岛，

或林海雪原等）设计出不同的问题（恶劣的自然环境，意外

情况发生，面临生存困境等）。这些问题可以提前发布，让

应聘者作好准备。 第三，招聘和应聘。在招聘小组作好“情

境设计”和“问题设计”的准备之后，向同学们征聘“挑战

者”，鼓励同学们前来应征。应征者先具体指定挑战的地点

，接着陈述自己挑战的理由和所做的准备。应征者陈述之后



，招聘小组成员向应聘者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已发

布的问题，也有根据应聘者陈述而提出一些必须应对的问题

。应聘者均应一一予以回答，其回答应既符合情理，又具有

胆略和创意。 第四，根据应聘者在应聘过程中的表现和处理

复杂困境的机智、魄力、能力等，评出“最佳挑战者”。 有

条件的学校，语文教师可以与计算机教师取得联系，协作配

合，开发电子探险的游戏课件，让学生利用电脑多媒体来虚

拟探险情境，经历探险过程，体验探险乐趣，以此来培养学

生在探险过程中处理问题、应付困境、独立决断的能力。也

可以让学生自己开发、变通、改造某些有探险主题的游戏软

件，在教师组织指导下，开展“电子虚拟探险活动”。 5．

关于作文指导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作文“话探险”中的“探

险”，其概念应理解得宽泛一点。就学生的经历而言，一次

对未知世界的勇敢闯入，就应属于探险。尽管学生所闯入的

世界对成人来说已视为寻常，但对初中学生来说，仍具有“

探险性”。 作文题目自拟，体裁、字数不限。这给学生写作

以较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也给教师的作文指导带来了一定的

难度。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启发引导。 第一，记叙类作文

。记叙类又可分为记实类和幻想类。记实类可以写“×××

探险的故事”“我的一次探险经历”等；幻想类可以写成童

话故事，如“小鸭历险记”，“初探神秘岛”等。 第二，议

论类作文。可以对某一传奇人物、探险壮举进行讴歌或评价

，亦可对人类探险的是非功过加以综述或评说等。 对于这类

自由度较大的作文，最好先让学生拟定题目和写作提纲，教

师根据学生拟定的写作提纲来分门别类地指导。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