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向陕甘，胜利曙光”研学课程方案

一、研学概况

【课程名称】指向陕甘，胜利曙光 【研学对象】 八年级

【主办单位】 XX 中学 【研学人数】

【设计人】刘芳 【设计时间】

【研学线路】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榜罗镇会议纪念馆---武山强渡渭河纪念馆---天

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

【总课时】 14 课时 【研学时长】 2天

【研学背景】

全面推出素质教育，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特主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研学

方案，让同学们放下书本等，丰富课外知识，学习革命历史，带同学们走进“红

色文化圣地”，通过拓展培训及参观红色景点，引导同学们树立爱国主义情操，

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促使其健康成长。

【研学链接】

人教版语文六年纪上册——《七律·长征》

人教版五年级语文下册——《丰碑》

语文版四年级语文下册——《清平乐·六盘山》

人教版地理八年级上册——《地形地势、气候区域的划分》

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上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二、教学团队

【项目组长】 【研学旅行指导师】

【学校代表】 【带队老师】

【导游】 【研学专家】

三、研学旅行内容

【研学目标】

1价值体认：通过参观学习，让同学们亲历社会实践，从课堂走向课外，在团队

活动中学会分享体验和感受，学习长征精神，培养对党和国家的感情。

2责任担当：在研学活动中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增强团队意识、服务意识，初



步形成对自我、学校、社区负责任的态度和社会公德意识。

3. 问题解决:学生能在研学旅行指导师的指导下，发现并提出问题，而且转化为

研究小课题，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初步解决方法。

4.创意物化:运用研学过程中所学知识，培养学生“参与、体验、调查、研究、

思考、创新”的学习习惯。

【研学重点】

感悟红色革命文化的内涵、感受革命情怀、体验并理解红军的艰辛与付出、深刻

体会红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关联。

【研学难点】

同学们对红军长征见解过于片面，不能很好了解真正的革命精神。

【研学方式】

考察探究、社会服务、党团教育活动、博物馆参观、劳动教育

【 研学方法】

小组合作法、参观访问法、成果展示法、头脑风暴法、情景体验法、角色扮演法

【研学工具】

老师：校旗、校徽、横幅、扩音器、摄像机、照相机、急救包、隔音耳塞

学生：手机、书包、笔记本、圆珠笔、记号笔、彩色卡纸、彩笔、绷带

研学前

在学校做好行前准备，组织观看红军长征纪录片，了解和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查

询长征甘肃段路线及相应的革命知识，做好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记录。召开行

前说明会，强调出行安全和注意事项。备齐研学手册，准备研学用具。

研学中

第一天

专题课程一：

【研学地点】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研学内容】

首先聆听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再分组调查，通过纪念馆资料

了解办事处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发挥的重要功能，探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革命先烈

如何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六年多，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



务。以及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为什么被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

斗的指挥所”。

【研学任务】

我是小记者：5-6 人一组，在馆内寻找三个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完成的任务，之后

绘制一份根据地抗战报纸，再现这些英勇事迹。报纸完成后，进行最佳新闻奖评

选活动，入选者获得研学积分奖励。

专题课程二：

【研学地点】榜罗镇会议纪念馆

【研学内容】

集体朗诵《七律·长征》。之后参观和瞻仰榜罗镇会议纪念馆，重温那段那段艰

辛不屈、绝地逢生的革命光辉历程，真切体会在当年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革命先

辈们不屈不挠、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

【研学任务】

制作红军饭：在研学旅行指导师，学校带队老师的指导下，领取食材，加工主食

蒸窝头，煮土豆，煮玉米，熬玉米渣粥等，在 10 分钟内吃忆苦思甜、品尝完劳

动成果，洗刷完餐具并放回原地。由研学旅行指导师，学校带队老师充当观察员，

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任务的小组获得研学奖励积分。

专题课程三：

【研学地点】武山强渡渭河纪念馆

【研学内容】

进入武山强渡渭河纪念馆参观，听讲解员讲述红军长征过武山的艰难历史和丰功

伟绩。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一张张历史图片中体会到，革命先辈们的坚强意志。

追忆红色岁月，感受长征精神，接受革命教育。学习中国红军长征历史，了解中

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伟大志向；学习红军对革命事业无比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念以

及不怕牺牲、敢于拼搏的无产阶级精神。

【研学任务】

强渡渭河情景剧：研学前 1周，研学旅行指导师布置任务，让学生利用周末时间

查阅资料，查看照片，了解红军长征途中强渡渭河的这段历史，以小组为单位，

完成剧本的编写，选好演员，做好道具。参观完纪念馆，学生分组表演情景剧，



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任务的小组获得研学奖励积分。

专题课程四：

【研学地点】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

【研学内容】

通过参观纪念馆，了解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百余年来，天水地区大革命运动、

红军长征过境、天水地下党的斗争、解放战争等光辉历史事件，以及建国创业、

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发生的真实历史史实。

【研学任务】

我心中的英雄：5人一组，根据 2天以来参观的各大纪念馆中学习到的英雄人物

故事，分组讲解英雄事迹。在规定时间内返回集合地，回校后组织《我心中的英

雄》主题演讲比赛。

研学后

【研学评价】

(一)带队老师、研学旅行指导师、学生小组长等共同负责对每位学生在研学过程

中的态度、行为、知识、能力等方面做出公正评价。带队老师、研学旅行指导师

及学生小组长随时记录学生的研学情况:学生小组长在研学期间督查小组成员的

研学情况，并计入过程性评价表。

(二)终结性评价

带队老师组织学生召开研学旅行主题研讨会，请每位学生对研学旅行全程进行反

思并分享感受，学生之间互评，研学旅行指导师进行点评。

(三)评价结果呈现

综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评选出本次研学旅行中的优秀学生，并子以奖励

【研学反思】

在这次的研学旅行中、每个教学步骤都按照“独立解决--师生交流--老师补

充一-全班交流”的形式进行。既有独立思考，又有合作探究，还有全班启发交

流，学生问学生答，体现了学生的主题地位:教师在学生的交流和讨论后做必要

的补充、评价和引导，把握课堂的方向，凸显了主导地位。既把课堂还给学生，

又锻炼了教师对课堂的驾驭能力，做到教学相长。

四、安全保障



【安全管理制度】

1、学生住宿的管理由研学旅行师资团队共同负责，以主办方为主，承办方配合

并进行辅助管理。

2、学生、学校老师均不准进入异性客房，确需进入的，必须在上报学校代表后，

由带队老师和研学旅行指导师共同进入。

3、严格执行作息制度，让学生晚上做到按时就寝，早上按时起床

4、客房区域安排值班教师巡查，保证学生睡眠质量，以及处理其它突发状况。

5、参加研学旅行期间，学生必须听从带队老师的安排和指挥，服从管理。严禁

任何学生在路途中追打、嬉戏或中途离开本班队伍。

6、学生在研学旅行期间严禁乱丢果皮纸屑等垃圾，务必做到文明礼貌、不高声

喧哗、不说脏话、安静等待，树立青少年的良好形象。

7、行车过程中，要求同学们保持车内秩序，不能乱跑，不能把头伸出车窗外，

注意行车安全。

8、高度重视饮食安全和其他安全，要求每名学生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保持冷

静，保护好自身安全，服从指挥、听从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