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克天险，北上通途”

——“传承革命精神，重温峥嵘岁月”研学活动

一、研学背景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全面实施，培养中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的能

力，结合景区文化，历史资源文化特色和国家关于研学旅行的相关要求和学科教

学需求，现开发主题为“”攻克天险，北上通途”研学旅行系列课程，以满足学

生研学旅行需要。

（一）研学人数:200

（二）课程设计人:吴娟娥

（三）设计时间:2022年 10 月 11日

（四）总课时:18

（五）研学地点: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甘肃陇南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甘南腊子口

纪念碑，迭部次日那毛主席旧居，俄界会议旧址

（六）主办单位:博阳中学

（七）带队老师:王老师 导游:景区讲解员

（八）指导师:吴娟娥 项目组长:旅行社经理

（九）学校代表:安书记 研学专家:海老师

二、课程设计思路

根据区域特色，学生年龄特点和学科教学内容需要，然后围绕革命精神从未褪色，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少年的研学理念，践行“研”和“学”并举，知行合一

的目标，以励志为主线；以培养中小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和综合实践创新

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设计思路，打造感恩党，跟党走的红色革命传统教育课程。意

义是让学生讲好红色革命故事，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三、研学线路

学校——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红军一条街——腊子口

战役纪念碑——次日那毛主席旧居——俄界会议旧址——学校

四、适用学段

初中生（初二学生）

五、课程主题



攻克天险，北上征途。

（一）研学链接:《七律.长征》

六、研学目的

1、价值体认

在了解红色文化背景，参与红色文化研学活动中，牢记红色文化历史，树立正确

价值观、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养成的良好基体意识，形成文化认同。通过研学实践

课程，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外出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在团队中互相

协作，分享经验和感受。

2、责任担当

了解红色文化历史和革命精神，体会当前青少年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思考当

代青少年的历史担当，了解历代革命精神的事实，牢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得之不

易的美好生活，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爱国意识和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

3、问题解决

能在老师的引导下，从每一个角度了解自己，历史使命，通过自己了解历史背景

的故事，也可以尝试画一下红军长征的一些简单的作品。并且可以自己独立根据

历史事件设计出表达自己感情作品

4、创意物化

让学生根据自己研学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通过体验红色文化项目的相关作品将

自己的想法，实施，制作等环节，不断的改进自己的呈现方式，发展实践创新意

识和审美意识，提高动手操作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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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学生自行编组团体就餐参观等，培养学生的团队

协作能力。

七、课程内容及实施

（一）行前准备

1、明确研学的主题

（1）学校，基地以及旅行社参与，研学实践主题为“”攻克天险，北上通途”

所要到达的研学地点为兰州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红军一条街，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次日那毛主席旧居，俄界会议旧址

（2）和研学实践课程的老师、学生和教师代表团参加，召开研学实践方案展评



会确定研学的时间方案。

（3）在学生研学实践出发之前，邀请纪念馆工作人员，研学基地，学校以及老

师，学生代表，反复考察研学线路，历史典故，研学知识，学生就餐，住宿，交

通等具体事宜。

（4）将研学实践方案向学生公告，其中包括研学实践费用的具体项目。

（5）明确学生出行所带的相关物品。（携带研学实践笔记本，笔，合适的鞋子，

统一的服装，以及书包和雨伞）

2、安全教育

（1）行进的途中，如果个别学生身体不适，需要报告给带队老师然后做好相关

的安排。

（2）如果在研学实践的途中发生意外，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求助。

（3）在研学的途中要求学生保持队伍的秩序和纪律，不得追逐打闹，注意行进

的安全。

（4）在研学的途中保证不脱离队伍，维持可相互看见的原则。不得乱走，不得

随便购买路边的问题，食品饮料等等。

（5）所有的同学要按照指定的时间准时集合，在研学讲解的过程中不得擅自离

队，一切行动，听老师的指挥，如果有紧急事情需要向老师和带队组长报告，得

到允许之后才可以离开。

（6）在研学的过程中不要靠近河边。禁止往河沟中扔东西，避免掉进水中。

3、文明教育

（1）维护环境的卫生，不可以随地吐痰，乱扔废物。

（2）遵守公共秩序，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

（3）在纪念馆等场所要保持安静。避免嬉戏打闹。

（4）保护文物古迹不在。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5）爱护公共设施，不损坏公用设施，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在纪念

馆内，纪念碑跟前要保持安静。

（二）行中研学

研学课程一:穿上红军装，重温红军精神。

研学形式:听讲解员讲解红军故事，缅怀先烈。



辅导老师:哈达铺长征纪念馆讲解员，红军一条街讲解员。腊子口战役纪念碑讲

解员次日那毛主席旧居讲解员俄界会议旧址讲解员，带队老师。

研学地点:兰州、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红军长征一条街、腊子口战役纪念碑、次

日那毛主席旧居、俄界会议旧址。

（1）研学目标:

1、了解红色历史文化

2、瞻仰缅怀先烈，聆听四渡赤水战役，珍惜现在的生活。

3、通过学习红色文化知识和参观红色景点再现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知道

革命先烈们为了追求和平，追求解放新生活而无私奉献，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

我们铭记他们的付出，对比现在的幸福生活。更要常怀感恩之心，懂得责任。

中学生研学实践流程表

时间 安排 行程介绍 责任人

7:30_8:00 集合 学校广场集合，清点人数。 指导师、带队老

师

8:00_9:00 大巴 从学校出发，在车上指导师带领学

生交唱红色歌曲，搜集红色故事。

指导师、带队老

师

9:10_9:20 到达延学基地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进行整队分队进

行参观。一对一对进去，向革命烈

士献花圈。

指导师、带队老

师、八办讲解员

10:00_11:40 开展研学的实

施

进行分组介绍活动的主题，形成注

意事项等。以及准备讲解词，选举

组长设计口号。十人一组组建团队，

讲解红色小故事。了解活动中的注

意事项和要求。

带队老师

11:40_12:30 中餐 10 人一桌，体验红军在艰苦岁月中

的艰苦生活，吃完饭后，分发服装

统一穿上红军装。

带队老师、指导

师



12:30_17:30 参观体验 （1）到达哈达铺长征纪念馆，

然后整队集合！分为十人一组，

按顺序进去瞻仰。默哀烈士。

瞻仰墓碑，了解红色文化知识。

观看四渡赤水实景的演出。以

及 100 多人的阵容。让学生身

临其境。他以为置身于当年烟

火硝烟的战场。

（2）参观红军一条街，腊子口

战役纪念碑，向革命烈士敬礼，

穿红军装，唱国歌，默哀三分

钟

完了之后，进行分组编草鞋活

动，10 人一组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任务

带队老师、指导

师、讲解员

17:30_18:30 晚餐 自行就餐。

19:30_21:30 体验活动 分享自己的研学感受，在研学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有

趣的事情进行互动。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

21:30_22:00 休息 带队老师查宿，查完之后准备第二天研学课程，然后

洗漱休息

第 二 天

7:00_7:30（早

餐）

7:30_8:00（出

发）

参观游览 前往次日那毛主席旧居。

了解一家三代守护红色记忆的故事。

毛主席还在那里下达了一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的

命令。通过这次参观毛主席旧居，知道了当年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条件的艰苦。也知道了共产党始终与百姓

保持深厚的感情。在攻打腊子口战役途中，群众给红

军提供粮食，提供休息场所，为红军长征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在这里可以举办一场红色运动会，让学生互

相比拼。可以根据历史故事，结合现代趣味运动会的

特色。而展现出情景化，趣味化的运动项目。比如用

沙袋当做扔流弹项目。

9:00_11:30 结束后

让学生自行分享相关内容。

以及学生代表发言。

11:30_13:00 午餐 自行就餐

13:30_14:00 集合 前往俄界会议旧址。

位于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政府驻地西 3km 的高吉村

14:00_15:00 到达基地。 进行讲解以及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了解俄界会议的具

体内容。比如会议中确定了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你长

征胜利提供了什么样的保证？在会上做出了什么样

的报告？以及确定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是如何成为

长征路上的不朽丰碑？结束后，在广场上组织了红色



运动会

（1）引体向上比赛

（2）百米冲刺

（3）匍匐前进

（4）扔榴弹项目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获胜者奖励钢笔一只

16:00 参观结束。返回

酒店。

整队上车。

16:00_17:30 总结 总结，回顾，分享，让学生发言

17:30_18:30 晚餐 自行解决（酒店餐厅）

18:30_20:00 评价反思 对研学目标重点与难点进行分析

第三天 8: 00 返程 途中进行研学内容的评价。

15:00 到达学校。 解散，将学生安全送达，移交给班主任。

（三）研学方式

考察探究、党团教育活动、纪念馆参观。

1、研学方法

问题探究法、训练与实践法、参观游览法、 讲解

2、研学重点

（1）内容的单元化，学会观察，调查，搜集与分析信息。

（2）设置有引导性，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问题，让学生在他的加不了问题的引

导下进行思考，观察，探究。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感受红色文化的内涵，体验并理解红军革命艰辛和付出，深刻体会红色文

化和现实生活的关联

3、课程难点



（1）学生如何用校内掌握的知识来解决研学旅行中遇到的问题

（2）在研学的途中，并能根据自己提前设定的探究学习问题设立自己的小课题

并开展探究。

（3）以文物保护的方法红色革命的传承等等，指导学生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提出改进的措施，从小事入手。

（4）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进行入手，落实实践创新，责

任担当等方面的内容。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和勤于反思问题解决等方面的核心素

养。

（5）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

（6）红色革命精神在我们国家精神传承中的价值。

4、注意事项

（1）注意问题的延伸性。

（2）了解红军长征革命的重要性。

5、研学工具

笔记本、笔、书包、讲解词，绳子，

6、经费说明

（1）酒店:甘肃陇南宕昌昌兴 170 元/晚含早 3晚

（2）车费:4800/每辆*5＝24000

（3）餐费:30 元/人

（4）文化衫:34 元/人

（5）讲解费:1600 元/人/200 人＝8元

（6）杂费:5 元

（7）保险费:10 带少量现金

人均单价:600

（四）研学评价与反思

1、为了营造活动氛围，渲染活动气氛，结合本次活动的红色主题，同学们集体

穿制定的队服以及缅怀先烈宣传标语和旗帜。

2、渡江战役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为了更好的完成此次研学活动，通过这

次对渡江纪念馆的参观，让同学们深化了对党的认识，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更应



该勤奋刻苦，在生活中更应该朴素，节约，奋斗是学生的人生职责，渡江精神那

颗火种便是同学们奋斗的动力。

3、活动前对学进行了文明出行，讲究卫生，爱护花草，安全守纪等方面的教育。

4、活动结束后，要求学生写一篇研学旅行活动的感悟，并拍照也进行了素材的

收集。

5、培养了学生团队精神，在各项研学活动中能够互相帮助，增强了集体意识，

关心他人意识。

6、研学互动，教师与学生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变得十分融洽。

7、利用纪念馆的红色资源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等方面的教育。学

生被红色文化所熏陶。被红色精神所感染，从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一）过程性评价

带队老师，研学旅行指导师，学生小组长等共同负责对每一位学生的研学过

程中的态度。行为，知识，能力等方面做出的公正评价。研学指导师以及学生小

组长和带队老师应随时记录学生的研学情况。小组长在研学期间积极督查。学习

成果并进入过程性评价表。

（二）终结性评价

带队老师组织学生召开旅行课题的讨论会，然后让每一位学生对自己的研学

成果进行反思，然后并分享自己的感受。让学生之间互评，然后让研学指导师进

行点评。

（三）评价结果呈现

研学课程在内容上具有整合性和主题性，需要及时评价或延时评价、单项评

价与综合评价、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同时在评价主体，评价方式和评价形式

上也要要求多元化使评价更完整，客观。具体来说，嗯，是评价内容上要针对学

生的研学态度、研学能力和方法研学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评价。然后评选出本

次研学旅行中的优秀学生，并予以奖励。

八、研学反思

（1）参加活动的学生人数较多，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安全风险，比如

乘车时出现上车拥挤的现象，然后学生过度兴奋，将手伸出窗外的情况时有发生。

然后多餐也有局限。



（2）研学的主题不是很突出，中午是参观纪念馆，让学生心灵静润，增强爱国

主义意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下午是偏向团队合作的方面。拓展游戏等等。

（3）由于是研学的破冰之旅，所以准备不是很充分，在研学的过程中目的性不

强。旅行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