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樓是閩派民居具有代表性且特色明顯的傳統修建，其將源源不絕的生土夯築技能發揮到極

致，單體修建規模宏大，有圓有方，還有五鳳樓、宮殿式樓，形態各異，依山傍水錯落有致。

2008 年，共計 46 座土樓被列入《國際文明遺產名錄》，指出其「是東方血緣倫理聯系和聚族而

居傳統文明的前史見證，是國際上絕無僅有的大型生土夯築的修建藝術效果」。 　

　　土樓始見於宋元，產生於戰亂和民眾舉族南遷的特別時代背景。作為一種供聚族而居的民居

修建，土樓具有防火防震和防護外敵入侵的功能，樓內出產、日子、防衛設施完全，是我國傳統

民居修建裏一種共同的類型。 　　 　　此次考察團首站目的地南靖縣，縣內各類土樓共一萬五

千多座，其中大造型方圓土樓一千三百多座，匯集了最高、最大、最小、最奇、最古老、最壯麗

的土樓。實踐團考察的和貴樓、裕昌樓、懷遠樓、田螺坑土樓群等，均是耳熟能詳的經典土樓修

建，也是散落在閩南地區的民族文明瑰寶。 　　 　　「接地氣」研學助力村莊開展 　　 　　

修建風格共同、工程技能高明、文明內涵豐富，現在一些幾近廢棄的古樓，經過修復改造，以博

物館、藝術長廊、文明行館等多種形式，重新進入群眾視野。讓年輕人深化了解這些橫跨古今的

國際文明遺產，正是此次研學實踐的目的之一。 　　

警营开放日一个缩影也是小法官沉浸式普法新体验

　　研學采用 PBL 項目製教育法，和貴樓樓長簡良發受邀為青年學子帶來情景式教育，教學土樓

維護和日常管理知識，並介紹閩南宗族的家風家訓。經過實地造訪和知識講座，新生代學子的所

見與所學融為一體，當地情境與文明前史聯結在一起，協助新生代更深入地理解傳統修建價值，



理解鄉土開展含義與方向。 　　 　　為期一周的研學實踐，為學生們供給與文旅專家、修建專

家、土樓管委會、在地運營團隊等座談學習的機會，主題涉及文明傳承、修建設計、古建維護使

用、商業經營等不同範疇，結合研學課題效果報告，促進學生考慮吸收。優異的項目方案將有機

會落地，切實助力村莊開展。 　　 　　清華大學長時間服務村莊振興戰略，從人才培育、文明

傳承、工業開展等五個方面做更有持續性、更深化的村莊實踐工作。此次清華大學村莊振興工作

站三創中心、清華大學海峽研究院村莊振興與生態文明中心，為研學實踐供給全程學術支持，尤

其在學習和實踐結合方面，為學生供給了思路經歷。 　　 　　值得一提的是，研學團一行入住

土樓，親自體會原汁原味的日子文明，新奇體會激發他們稠密的學習愛好。以閩南傳統修建及其

維護、使用和傳承為事例，學生們切入到巨大的村莊轉型課題。詳細而深入的研學進程，在年輕

一 代 心 中 埋 下 了 撬 動 村 莊 可 持 續 開 展 的 思 想 種 子 。

　　瑞承致力於培育「出得去、回得來、走得遠」的新生代。本次閩南研學實踐，經過文明保育

傳承和村莊振興課題，協助國家未來的建設者認清肩頭責任，積澱文明自傲和學習實踐才能，成

長為可托付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