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克天险，北上通途研学课程方案

一、研学概况

【课程名称】 攻克天险，北上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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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红军一条街---腊子口战役纪念馆---

茨日那毛主席旧居---俄界会议旧址

【总课时】 21 课时 【研学时长】 3天

【研学背景】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腊子口战役纪念碑、榜罗镇会议纪念馆现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俄界会议旧址现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茨日那毛主席旧居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会宁

红军会师旧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总目标】

通过以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为研学目的地，在红色血脉流淌的地方，以历史为纽带串联

起同学们对于红色革命的共同记忆。切实学习相关课本中的知识，让同学们亲临革命者奋斗过

的土地，感受革命文化的内涵和情怀。将红色精神与现实生活相串联 ，深刻体验并理解红军

的艰苦奋斗与付出，铭记先驱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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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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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学旅行内容

【研学目标】

价值体认：通过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学习，

不忘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让同学们从理论中走出去，在实践中再次加深影响

并潜移默化的培养对党对社会对国家的深厚感情。

责任担当：在此次研学中这不仅能够提高同学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高尚品格和爱国情感，还能使其更加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增强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

民族认同感和团队的凝聚力等。

问题解决：在研学的过程中，同学们在研学指导老师、研学专家、带队老师、导游的指导下，

发现问题并及时提出问题，做出迅速判断以及推敲出初步的解决方案。

创意物化：运用研学过程中沿途所学知识，做到学以致用。

【研学重点】

通过实地教学，希望同学能够加深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对于红色革命的感悟与体会，

进一步理解红军革命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刻含义。传承红色基因、 继承先辈遗志。

【研学难点】

1、对于影视，纪录片中红军长征所受的磨难，以及面对困难时所展现出大无畏精神感悟不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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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于人文历史的了解太过单一，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深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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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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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前一周，组织学生自由选取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中的红色故事，然后自由准备，研学旅

行指导师负责指导。研学第一站，在纪念馆内邀请讲解员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革命文物。

【研学任务】

我是红色讲解员：在前往下一处研学基地的行车途中，分组进行红色故事讲解比赛

专题课程二：

【研学地点】哈达铺长征纪念馆

【研学内容】

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由 7处革命遗址构成，是继井冈山、陕北延安之后，遗址最大、最全面，保

存原貌最完整的革命纪念地。进入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展厅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仔细聆听

讲解、观看实物资料，重温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革命事迹和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通过在纪念

馆学习和查阅资料，具体分析哈达铺被称为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的原因，并给出实例。

之后，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学生前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街“红军街”考察调研该处地点的

特色和布局。

【研学任务】

革命知识问答：根据行前一周下发的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知识的学习材料，组队开展革命

志士问答，获胜组获得学习积分奖励。

第二天

专题课程三：

【研学地点】腊子口战役纪念馆

【研学内容】

在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前，集体背诵《七律·长征》，进入纪念馆后，学习腊子口战役相关革命

历史和长征精神。进入纪念馆，邀请讲解员讲述哈达铺为什么是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

重要决策地的原因和加油站的由来。



【研学任务】

“我是情报员”：将学生分为裁判组和情报组，情报组学生需在 1分钟内，使用携带的研学工

具隔音耳塞使用肢体语言的方式向同组其余 5人传达“情报”，“情报”内容选自革命知识问

答，“情报”传达精准率最高的小组获胜，并得到相应的学习积分。

专题课程四：

【研学地点】茨日那毛主席旧居

【研学内容】

进入旧居，行注目礼后，聆听讲解员讲述毛泽东主席如何在这里向红四团下达“以三天的行程

夺取腊子口”的命令，以及本次指示对于红军长征的影响和价值。

【研学任务】

走访调研：在研学指导师/带队老师的带领下，分组前往次日那毛主席旧居附近的村庄，在 40

分钟内，每组随机采访 1户当地居民，获取当地流传的红色革命故事。调研结束之后分组汇报。

第三天

专题课程五：

【研学地点】俄界会议旧址

【研学内容】

途中，组织学生分组进行红歌比赛，到达研学目的地后，邀请讲解员讲解俄界会议对红军长征

途中的重要意义,以及俄界会议对于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关键作用。之后，由研学带队

老师组织分享俄界会议旧址的收获和见解，以及对于红军长征感悟。

【研学任务】

神笔绘图：根据本次研学课程的行走路线，绘制红军长征（甘肃段）地图，标注出研学地点。

研学后

【研学评价】

过程性评价

带队老师、学生小组组长实行积分原则，对于在研学过程中每位同学的言行举止、积极参与并

回答问题、踊跃参加活动等时时观察记录并添加相应的分数。以做到后期总结评价的公平公正

和公开记录证明。

终结性评价

通过召开研学后的研学总结大会，请各班派出学生代表一名进行各班的研学总结和学习收



获，各带队老师做补充意见和感受分享,最后由学校代表来总结此次研学的不足与需要改进的

地方。

评价结果呈现

通过过程和终结性的评价后，由参与研学之旅的学校代表，带队老师和学生共同匿名投票

选举出此次研学之旅中的红色精神传播者、革命传承代言人以及绿色生态科普者，予以荣誉证

书和丰厚奖励。

【研学反思】

课程设计过于紧密，同学们不能够得到完全的休息，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研学小活动

是否过于繁多，个人在群体前的展示太少。课本知识穿插不够全面。

四、安全保障

【安全管理制度】

（一）乘车安全事项

1、在车后方可上下车。按乘车安全管理规定或指示标志通行排队上下车。上下车时切勿拥挤，

以免发生意外。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尖锐违禁物品。

2、在车临时停靠期间，服从研学老师安排，请勿随意远离。

3、在乘车途中，不要将头、手、脚或行李物品伸出窗外，以防意外发生。

4、下车浏览学习时，请注意关好旅游车窗，拿完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避免遗失或被盗。

（二）住宿安全事项

1、入住酒店后，应了解酒店安全须知，熟悉酒店逃生门、安全出口、安全楼梯的位置或安全

转移的路线。

2、贵重物品应存放于酒店服务总台保险柜或自行妥善保管，外出时不要放在房间内，若出现

丢失，后果自负。

3、不要将自己住宿的酒店、房号随便告诉陌生人，防止友生意外。

（三）餐饮卫生安全注意事项

1、在抵达目的地后购买食物时，注意商品质量，发现时候不卫生或者有异味变质情况切勿食

物。

2、研学期间要合理饮食，不要暴饮暴食，防止食物中毒。

（四）研学基地注意事项

1、听取当地导游有关安全的提示和忠告，主要应预防意外事故和突发性疾病的发生。



2、登山或参与活动中根据应自身身体状况进行，注意适当休息，避免过度激烈运动以及自身

身体无法适应的活动，同时做好防护工作。

3、活动期间不要独行。如果迷失方向，首先原地等候或打电话求救、求助，千万不要着急。

自由活动期间同学不要离组织太远。

（五）其他方面

1、成立应急安全小组，在交通安全、餐饮安全、住宿安全、后勤供应、意外突发事件等方面，

做好应急处理方案，建立有效的事故报告及流程。

2、为所有参加研学旅行的学生购买保险。

3、时时观察研学途中掉队、精神沮丧的同学，给其给予心灵疏导和鼓励工作。

4、发现学生走失时，立即组织就地寻找。必要时，请求所在地管理机构或公安机关协助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