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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研学活动设计与实施——以延安市（宝塔区、延川

区）为例
孙文治 王艺华 郑雯格 孟嘉宁 王春杰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市，300278；

摘要：红色研学作为关联中国红色革命的重要研学实践形式，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土壤

中。本文以弘扬延安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依托延安市丰富的地理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以“赴

红色之旅，传承红色基因”为研学主题，基于 PEST 模型分析延安市宏观环境，探究研学旅行实践转化成果可行

性。以区域认知、价值认同、实践内化、红色教育四个维度建立研学目标，从“知”、“情”、“意”、“行”

四方面构建评价体系，采用“红色”+“地理”+“X”模式创新产品设计形式，从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多方

面，多形式来丰富研学体验，深入挖掘红色教育价值，以期为“红色”+“地理”研学活动的开展提供思路与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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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研学是研究性学习与旅行性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

育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 是教

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1]
。2016年底,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

委等 11 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的意见》,将研学旅行正式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标

志着研学上升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2017

年 9 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

要》,将研学旅行纳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范畴。同时

总书记指出“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红色资源
[2]
。”因此在研学活动中融入红色资源，符合

新时代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红色研学活动要

体现研学目标的教育性、有具体的研学区域和研学资料、

要运用科学的研学方法，使红色研学成为一项打动人心

有充分教育意义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3]
。陕西省延安市拥

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貌，是开展红色研学

活动得天独厚的目的地，本文以弘扬延安精神、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依托延安市丰富的地理资源

和红色文化资源，在立德树人视角下，剖析其红色资源

的优势并设计研学活动，为“红色”+“地理”研学活

动的开展提供思路与启示。

2 研学活动可行性分析

2.1 PEST 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因素（Political）：

政策支持：政府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红色旅游和研学活动的政策，为延安

研学红色之旅提供了政策保障。

稳定的政治环境：国家政治稳定，为旅游业的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经济因素（Economic）：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延

安的交通条件不断改善，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日

益完善，使得游客能够更加便捷地到达延安，越来越多

家庭和学校愿意投入资金用于研学旅行。

旅游市场繁荣：国内旅游市场不断扩大，延安作为

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受益于旅游市场的繁荣。

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为研学旅行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3）社会因素（Social）：

教育重视程度提高：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高，家长和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红色研

学作为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红色文化需求增长：人们对红色文化的兴趣和需求

不断增长，通过参观红色旅游景区、参与红色研学活动

等方式，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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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观念转变：消费者的旅游消费观念逐渐转

变，更加注重旅游的品质和体验。延安研学红色之旅提

供丰富多样的研学课程和活动，满足消费者对旅游品质

和体验的要求。

（4）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

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

技术的发展，为延安研学红色之旅的宣传推广、课程设

计、活动组织等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

教育技术创新：教育技术的创新为红色研学活动带

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旅游服务技术提升：旅游服务技术的提升也为延安

研学红色之旅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基于 PEST 模型分析得出，在延安市（宝塔区、延

川区）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具有可行性。

3 研学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

3.1 地理位置

延安作为陕西省地级城市，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中南部，延安市东临黄河与山西

省相望，西部与甘肃省相邻，南接铜川市、渭南市、咸

阳市，北连榆林市，延安属于内陆干旱半干旱气候，四

季分明，昼夜温差大。近年来，延安面貌焕然新生，全

新规划，全新建设，高楼林立，同时它是中国革命的摇

篮，是典型红色革命圣地，是红色基因的传承地。如图

1所示

图 1

3.2 资源优势

（1）自然景观出奇制胜

延安自然景观独特，景点众多，以及地貌形成有着

丰富的地理研究价值和意义。延安地处黄土高原，有着

独特的地貌，沟壑纵横，丘陵起伏，从高处看，河流流

过，山河环绕。奇特的甘泉大峡谷，其红砂岩地址和丹

霞地貌，不仅景观独具魅力，更有着丰富的地理资源研

究价值。延安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多样性丰富，空气清新

怡人，生态旅游胜地。

（2）人文乡土底蕴醇厚

延安蕴含浓郁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丰富，非遗体

验圣地，饱含人文精神。例如黄河壶口瀑布的特色篝火

晚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安塞区人民的安塞腰鼓，

用途多样，由古时庆祝军事胜利到现代庆祝丰收，游客

们能深受民俗文化的感染，有着丰富的体验感。在红色

文旅融合背景下，延安大力繁荣文化产业，“一核三廊

六区”的核心旅游资源开发布局，为延安带来了社会经

济效益，为营造红色文旅研学圣地奠基基础[4]。

（3）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

念地时发表讲话，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5]。这体现了

对延安精神高度重视和传承需求。新时代对延安精神的

传承，不仅指党的理论建设，更强调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这激励了广大青年学生投身社会实践作出奠基。更

踏入延安，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响，寻求红色的印记，是

爱国主义主题教育的重要圣地，有着重要教育研学价值。

4 研学活动方案设计

4.1 研学目标

本次研学活动的目标是学生通过对延安当地的实

地考察，了解当地民俗文化，进而弘扬延安精神，促进

学生提升“区域认知”能力、养成“价值认同”与“实

践内化”意识，与红色教育的要求相结合，由此确立研

学目标如表1

表 1

4.2 研学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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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延安市（宝塔区、、延川县）为研学地，以“赴

红色之旅，传承红色基因“为研学主题，通过小组成员

合作交流、自主探究、启发感悟，文艺汇演等多种模式

进行，实现“边游边学，研思并行”的理想效果。以培

养学生传承红色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

提升区域认知，感受价值认同，深化实践内化，加强红

色教育。（图 2）

图 2

4.3 研学路线规划

根据研学目标和主题，精选研学地点、设计研学活

动、串联研学地点从而实现最优路线选择，坚持“研学

乐途，知行合一”的原则，形成既高效又富含教育价值

的最优路线。路线规划须突出地域差异性和规律性，实

现“以点串线，以线带面”
[6]
。本次研学活动路线符合

计划性、开放性、整合性、开发性等的原则。如图 3所

示

图 3

4.4 研学内容安排

为实现研学目标，提高学生参与研学活动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增强实践性与体验性，本次研学活动内容安

排如表 2

表 2

时间 活动 设计意图

第一天

早 7:30
—晚

宝塔山星

火广场

选择在宝塔山进行开营典礼，在星火广
场上感悟到革命圣地的庄严，领悟到深

厚的历史；唤起学生们对于革命精神的
坚定信念。

19:00
延安革命
纪念馆

在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下，学生学习

领悟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延安精神和长
征精神；加深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使其加深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枣园革命

旧址

学习到中共中央的工作历程、体会到领
导人们艰苦的生活状况，感悟到中国共

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争
取民族独立的团结信念。

1938舞
台剧

《红秀

延安延
安》

强烈的视觉冲击使学生沉浸到延安的

历史氛围中，意识到传承延安精神的重
要性，在历史剧中深刻反思历史，感受

中国革命的艰辛和伟大胜利。

第二天

早 9:00
—晚
20:00

梁家河：
知青一号

院

知青二号
院

知青三号

院

感悟习总书记知青岁月中体现出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
首位的实干担当精神；了解到习总书记

不断学习、勇于创新的强烈信念。

鲁艺革命
旧址

了解到文艺工作者的坚定理想信念，感
悟艺术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团结人民的
巨大作用；鲁艺革命旧址启示当今社会

要不断创新发展艺术，服务社会，服务
人民；要求学生们将鲁艺精神和文艺传
统传承下去，推动中国文化艺术不断向

前发展。

南沟 南

沟故事展
馆

学生意识到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
和治理的重要性；学习到创新精神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地位；推动着学生肩负
起改善环境和推动家乡发展的使命与

担当。

第三天

早 9:00
—晚
20:30

中共中央
西北局纪
念馆

通过参观使学生了解到人民独立解放
的事迹，激发出学生们强烈的爱国热

情；学生们意识到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
性，推动红色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南泥湾大
生产纪念

馆

感悟到先辈面对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

体悟到人定胜天的坚定信念；体会到先
辈们辛勤劳作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精
神与乐观向上的力量；认识到党的领导

的关键性。

金泽会议
室汇演

汇演能够传承红色革命精神；促使同学

们能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团结意识；
汇演形式不仅丰富了红色文化传播的
途径，还能够激发起学生们不断为国家

奉献，为社会发展努力奋斗的艰苦奋斗
精神。

4.5 研学体会评价表

研学评价是整个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根据研

学目标与内容安排，此该评价表划分为“知”，“情”，

“意”，“行”四个维度对本次研学活动进行意见采纳
[7]
。总分为 100 分，其中自评、师评各占 25%，互评占

50%。“知”识获取评价确保参与者对延安红色历史有

扎实的了解；“情”感激发评价衡量情感共鸣的激发程

度，使研学更具有感染力；“意”志锤炼评价考查参与

者的意志锤炼效果，培养坚韧品质；“行动践行”评价

推动红色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四个维度的评价共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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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活动提供更为全面、科学的评估标准，促进本研学

活动的不断优化与提升，如表 3。

表 3

《延安研学活动评价反馈表》

一、“知”识获取维度（30分）
自
评

互
评

师
评

1.对延安革命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15
分）：能够准确说出重要事件、人物及意

义。

2.学习资料的认真研读情况（10 分）：

有笔记、积极提问等表现。

二、“情”感激发维度（25分）

1.情感共鸣表现（15 分）：在参观、聆
听故事时的专注度及感动表现。

2.爱国情感表达（10 分）：参与讨论、
分享时体现出的爱国情怀。

三、“意”志锤炼维度（25分）

1.团队拓展中的坚韧表现（15 分）：面

对困难不放弃，积极解决。

2.对红色精神的理解深度（10 分）：能
结合自身阐述红色精神内涵。

四、“行”为践行维度（25 分）

1.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转化（15 分）：是
否将红色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

2.参与志愿服务等活动表现（10分）：
积极主动，有奉献精神。

总分（100分）

意见反馈：（请您写下有关本次研学活动的意见，我们将
会珍惜您的宝贵意见）

4.6 评价等级

90 分及以上为优秀；80 - 89 分为良好；60 - 79

分为合格；60 分以下为待提高。

5“红色之旅”延安研学活动的启示

此次研学活动意义颇丰，不仅带领学生们增强对中

华文化的自豪与认同，实现高思想性的红色教育，更重

要的是为未来的研学活动提供了更加开拓的思路和启

示。在创新研学形式上，研学要突破传研学模式，以多

样化的研学形式更好地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教育意义；

在地方特色上，研学活动要更多集中当地特色资源和产

业，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后在反馈层面上，未来研学活

动应依据不同的研学主体和研学背景，设置多样的反馈

机制和评价体系，设置不同反馈时间的反映机制以更好

地适应不同类型的研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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