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探索红军长征精神，学习举世的传奇——陇原红色之旅

【研学地点】哈达铺纪念馆

【研学对象】初一学生

【研学人数】200

【课程设计人】常朵朵

【设计时间】2022 年 10 月 12 日

【专题课时】16 课时

【研学背景】

甘肃红色文化内涵丰富，诞生在陇原大地上的南梁精神、会师精神、红西路军

革命精神、铁人精神、庄浪梯田精神、防沙治沙精神、兰大精神、莫高精神等熠

熠生辉。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推“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系列精品线路，重点推

广“长征丰碑”“红色沃土”“浴血河西”三大红色旅

【研学链接】

语文：五年级第 8 课《翼中的地道战》、第 14 课《火烧圆明园》，六年级第 5

课《七律.长征》、第 6课《狼牙山五壮士》、第 7课《开国大典》

【研学目标】

价值体认：通过参观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生亲历社会实践，

从课堂走向课外，在团队活动中学会分享体验和感受，学习红军精神，培养对党

和国家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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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在红色研学

中，学生能在研学旅行指导师、老师指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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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物化：运用研学过程中所学知识，通过学生亲自动手操作训练，初步掌握小

手工的设计、操作；培养学生“参与、体验、调查、研究、思考、创新”的自然

生态研学习惯。

【研学内容】

（1）参观哈达铺纪念馆、腊子口战役纪念碑（玩游戏（送鸡毛信、过草地、搭

桥过河）、唱红歌来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了解哈达铺为何能作为红军长征路上



的加油站和重要决策地。

(2)细读纪念馆中的人民大公报，仔细观察每一条公报、每一件红军用过的物

品，并思考: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他们是怎么做

的?

(3)通过聆听故事和象观活动，分享各自的感受和收获。

(4)同学们穿上红军服、戴上红军帽、打好绑腿、穿上草鞋、做红军餐、吃红

军莱，体验当时红军艰苦的生活。

【研学重点】

百年党史蕴含着丰厚的精神滋养，学生只有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才能更直观地

走进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感受革命先辈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

【研学难点】

（1）红色文化的历史性与现实意义。

（2）红色文化在我们国家精神传承中的地位与价值。

（3）红军长征为我国取得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

【研学方式】纪念馆参观、考察探究活动、团队合作、劳动教育。

【研学方法】讲授法、探究法、体验法、小组合作法、任务实施法、小组合作展

示。

【研学工具】

组织者：校旗、横幅、扩音机、摄影机、急救用品、常备药品、红军服装、军

帽、绑腿。

学生：书包、研学手册、小组旗、日记本、手机、笔、雨伞等

【研学过程】

一、研学旅行前准备

（一）准备工作

（1）制订研学旅行计划并向烟台市教育局备案。

（2）开展研学旅行安全纪律专题教育，建立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预案，确保安

全无故障。详读附件《烟台市中心小学研学旅行安全预案》。

（3）指导学生查阅“哈达铺长征纪念馆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俄界会议旧址”

的地理位置、历史及红色圣地的相关知识，熟悉研学地点的基本情况。



（4）成立研学小组(同时也是安全小组)，每 10 人 1 组，指定组长，每组确立队

名，定“队呼”，制订小组研学计划。

（5）各小组研讨研学活动规则要求。

（6）做好研学旅行的物品、思想、知识准备。

(二)设置前导问题

引导各小组搜索有关知识:红军在长征时有哪些困难;人民大公报在当时起到

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红军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去完成任

务的。

【研学过程】

二、研学中

（1）听导师讲述《人民大公报》、红军长征、俄界会议的历史故事，了解俄界会

议的召开在红军长征路上起到的转折作用 。

在中央红军标语博物馆主馆逢源堂，同学们仔细观察每一条标语，每一件军用过

的物品，仔细阅读红色标语并--记录。

（2）在腊子口战役纪念碑，教师设疑，学生以小组形式通过研计各抒已见。①

在那么陡峭的山崖上红军战士是如何通过的？听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说说你有哪

些感受，你想通过什么方式表达你对祖国的热爱。

（3）通过穿军服、戴耳帽、队训练、输送物资等体会革命者的心路历程。

（4）每位同学把看到、学到的记录下来并跃上台演讲，体会红军命的难与困苦、

感受红色文化对现实生活的意义。

（5）学以致用，以实际行动树立奋斗目标，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立下立志成才报败祖国的远大理想。

【研学过程】

三、研学后评价

1、评价标准

（1）是否听从研学旅行指导师管理，注意安全、遵守纪律、互相帮助、热爱集

体、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

（2）是否认真观察在研学基地所见到的实物，是否积极参与研究学习与研讨。

(3)是否认真做好记录，把看到、学到的点滴结合语文红色题材学以致用。



2、评价方式

（1）学生评价:对指导师进行评价、对研学课程进行评价、对自身收获进行评价。

（2）学校评价:对研学旅行指导师进行评价、对研学课程进行评价、对整体落实

情况进行评

（3）研学旅行指导师评价:对学生体验进行评价、对研学课程进行评价、对自身

能力进行评价。

【研学反思】

环节 成功之处 不足之处 改善措施

第一环节 研学准

备，设置问题

问题设置合理且有

内在逻辑关系，难易

程度适中

学校老师和研学指

导师对学生的分组

不及时沟通

研学指导师提前一

周到学校与老师、学

习委员沟通，根据实

际情况将学生分组。

第二环节 研学导

入，提出问题

导入过程与准备环

节紧密相扣，自然引

入新课

缺少文明旅游、尊重

他的教育。

在研学指导师和讲

解员进行交接的时

候，研学指导师应该

带领学生对讲解员

的精彩讲解表示感

谢将掌声送给讲解

员后再进入新课。

第三环节 研学新

课，解决问题

通讨细观查每一张

大公报，每一件军用

过的物品，戴耳帽，

队训练、输送物资等

体会革命者的心路

历程，

涉及的知识点有点

多，学生很难建立知

识点之间的联系。

提前制作相关思维

导图辅助教学。

第四环节 研学总

结，拓展问题

展示、演示、实践、

拓展，环环相扣，学

生光趣浓度。

学生分组研讨、汇报

时兴致很高，秩序欠

佳

增派带队老师和研

学指导师一起辅助

进行 。

第五环节 研学评

价，激励提升。

当堂评价气氛热烈，

达到预期效果

问卷调查和研学主

题调查(研学手册)都
要学生和家长进行

评价

将专题课程各个小

项的评价融入

整个研学手册的研

学评价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