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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文化在中华文化谱系中有独特意义，能增添新中国的非凡色彩，其中的很多红色事迹都经历了从失败走向成功的

过程。面对现实的苦难，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最终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基于此，论文讨论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提升中学生

三科教材使用能力的相关内容，认为研学旅行应重视学习和探究，研学期间要对传唱红色故事引起重视，从而有效丰富中学

生的写作素材，此外利用红色文化培养中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意义重大。

$EVtUact�	Red	culture	has	a	unique	significance	in	the	Chinese	culture	lineage,	which	can	add	to	the	extraordinary	color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any of the red deeds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failure to success. In the face of the real suffering, 

brave	the	hardships,	hard	work,	and	finally	to	realize	the	lofty	ideal.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d	culture	study	travel	to	

promot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ree subjects textbook use ability related content, think study trave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learning 

and explore, study to sing red story cause atten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enric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riting material, in addition to 

use	the	red	culture	train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irm	ideal	fait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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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学旅行是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出现使得中

学教育实施改革有了新的思路。该教学模式需要有智慧旅游

的支持，而智慧研学旅行当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地广

泛推广需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

研学旅行对提升中学三科教材的应用能力有很大帮助，有效

结合红色文化的研学旅行和实践教学，能使课堂上的教学内

容得到丰富，促进智慧旅游的发展和进步，有效培养中学生

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精神。

2 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概念
2.1 研学旅行

研学也就是研究性的学习活动，学生在研究活动中处于

中心位置，所形成的学习环境有学生也有教师，以原有概念

为基础，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并主动参与到探究和学习活动

中，对获得的知识进行归纳总结。研学旅行与旅行体验相结

合，是一种校外学习活动，属于实践性学习模式，成功衔接

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所实施的研学课程充分

体现教学做合一理念，注重对学生科学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

的培养，健全青少年人格。中学生的研学是一种多学科融合

的学习方式，是大自然课堂、校外的课堂以及行走的课堂，

要做好研学课程的设计、研学地点的开发、重视培养研学导

师、强调对研学旅行的综合评测。

孩子跟着家长到景区或研学基地，边看景点边听讲解只

能算是旅游，而不是研学旅行，参观、浏览和拓展也只能算

是游学。中学生的研学旅行应该有组织、有计划，集体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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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食宿，开展研究性学习，并结合旅行体验，实现培育和

践行正确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真正动手做，在做中学，有

完整的学习过程，包括提出问题、猜想预测、设计学习过程、

观察、寻求实证、搜集数据、整理分析、得出结论、交流意见、

表达思想、过程记录，此外还要书写研学日志，撰写有总结

意义的报告。

2.2 红色文化研学旅行
在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研学旅行是重要的一步，

是学生社会实践的关键组成，也就是教育旅游。红色文化研

学旅行中，学生是主体，学校是组织单位，从“教＋游”的

角度出发设计并安排研学旅行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促进学

生有效学习文化知识，了解社会的动态情况，实现培养学生

独立人格的教育目标。在研学旅行活动中，红色研学旅行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生学习红色文化并传承。红色研学

旅行缅怀红军的革命精神，向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宣传红色文

化，从而成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观

念，形成民族自豪感。在发展红色研学旅行基地时，注重环

境、单元和模式的构建，加强对红色研学旅行产品的开发，

改善研学旅行产品，从游、学、悟三方面入手。对红色文化

研学旅行的实践形式加以创新，包括组建研学联盟和设立红

色研学基地。

3 三科教材与红色研学结合的意义与价值
三科统编教材与红色研学旅行相结合能产生丰富的教育

价值，对中学生产生具有历史意义、成长意义、人格意义的

教育作用。三科统编教材中都有与红色文化有关的素材，同

时三科教材又缺一不可，相互独立，也有明显的统一性。语

文教材与红色研学相结合，能培养中学生的文化素养，强调

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有助于学生构建语文基础，形成符号

系统，两者之间的联系主要包括红色文献、红色故事、红色

文艺作品、红色纪念仪式。《沁园春·雪》《艰难的国运与

雄健的国民》《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中原我军

解放南阳》就是典型的红色文艺作品。

红色文化是历史，蕴含丰富的历史内涵，在历史中反思，

探索知识，获得成长，从这段历史中，挖掘优良的时代思想，

也促进中学生更好掌握历史知识。在历史上，中国曾是半殖

民地国家，这时的中国人民处处吃亏受苦，但是又无处可以

诉苦，此时民族解放就是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在红色研学旅

行的过程中，同学们前往革命根据地，并做深入的探究性学

习活动，对阶级、对革命事业产生深刻感悟。

红色文化能让学生感受到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领

略民族精神，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也非常有利。学生研

学旅行过程中，认识了一位又一位的先烈，英雄的故事诠释

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自我。将红色文化研学旅行与政治学科

联系，有助于培养中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实现共同的理想

教育，复兴民族。

4 红色文化研学旅行优化教材应用策略
4.1 感悟英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4.1.1 英雄精神触动学生的爱国思想
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红色文化，中

华儿女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的繁荣景象，一个民

族有英雄才有希望，一个国家有先锋才有前途。先进英雄的

伟大事迹对中学生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在红色文化研学旅行

期间，学生重点关注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逐渐形成坚

定的理想信念，学习英雄的宝贵品质，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在中学的思想政治素材中，其中有大量的英雄

人物素材，其中就介绍了李大钊这一近现代富有爱国精神的

英雄人物，即使面对异常艰难的境地也不退缩，殚精竭虑只

为获得最后的成功，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惜为国家断

头流血。夏明翰也是一位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他有为党为

民的宽阔胸襟。

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旅行，需精心选择有典型意义的历史

人物，对教育教学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

是领袖人物，要积极弘扬领袖人物的民族责任感，让学生能

够领略到领袖人物卓越的政治韬略。从鲁迅和郭沫若身上学

生能够学到忧国忧民的责任心，学习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抗争

精神，对国家对民族无私奉献。由此学生产生深深地触动，

形成为国为民的理想追求。

4.1.2 发挥地方红色文化的说服作用
中学的红色文化教育要重视地方红色文化史的宣传，而

且地方的红色文化史也是良好的教育题材，能培养中学生的

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的革命思想。在黑格尔法的哲学批判

中，马克思的观点是理论要说服人，也就能掌握人，彻底的

理论大多能说服人。理论首先要经得起推敲，然后要保证是

科学的是事实，能被大量的实践所证明。地方的红色文化资

源恰恰有大量具体的实例，能实现对教材中某些理论观点的

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

各个地区在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解放的过程中都做

了各种各样的牺牲和拼搏，正是先人们的贡献，才有了今天

的景象。在伟大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祖先艰苦创

造的印记，无数革命英雄抛头颅洒热血，由此在不同的地区

才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化，红色象征着生命和鲜血，无论是

开创瑞金中央革命还是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其中的艰

辛难以想象，学习家乡的红色文化，促进中学生热爱家乡，

乐于在建设家乡的事业中挥洒汗水，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4.2 聆听红色故事，丰富写作素材
研学旅行是中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期间

学生能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体验红色情境的过程中，也结

合书本知识，产生深刻的感悟。在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丰富

的红色资料，可以将这些资料当做是写作素材，丰富学生的

知识储备。能够成为作文素材的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红牛精神等。通过红色文化研学旅行，进一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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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作文素材，丰富情感体验，打开学生的眼界。

红色研学旅行要满足中学生的实际需求，为实现这一目

标，需要在旅行期间，讲说红色故事，增强学生对革命精神

的领悟，讲解革命老兵的亲身经历、讲解党史故事，研学旅

行能让枯燥的党史“活”起来 [1]。宣讲员的角色可以是教师

扮演，也可以是学生扮演，学生从语文教材、历史教材和政

治教材中找到相应的题材，并提前做好准备，收集资料、写

好宣讲稿，在红色文化研学旅行过程中进行宣讲。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也是让学生亲身感受红色文化

的关键，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也是一个生态化课堂，传唱不

息的红色故事，能启迪学生的思想。

4.3 借力研学旅行，延展教材内蕴

4.3.1 借助网络媒体拓展教材
在历史这一学科中，有助于实现对学生爱国主义的教育。

利用教材开发红色资源，可成为社会应用和传承红色资源的

热点内容。在营造红色文化教育氛围的工作中，要坚持开辟

多个渠道，丰富红色文化教育资源。与政府和社会联合，开

展相关课程内容，加强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

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的主要地点有革命烈士纪念馆、红色

文化博物馆，组织参观学习活动，让学生在与群体交流过程

中产生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对班级群体有强烈的荣誉感和归

属感，使得红色精神能够充分发挥感召和感染作用。学生在

使用教材时，可配合网络媒体，对教材上的红色文化素材加

以拓展，深刻感受红色文化历史情境。将研学旅行遇到的事

物与教材联系，并借助相应的红色资源网站，丰富自身的认

知。在网站上发表有个人色彩的一些见解文章，成功占领网

络阵地，成功建立网络上浓厚的红色文化育人氛围。

4.3.2 促进教材走进学生思想
提升中学生对三科教材的使用能力，应做到因地制宜，

考虑学生个人特征，坚持因材施教，有突出的红色文化育人

特色。红色文化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多种历史教育内容，

能培养中学生的艰苦奋斗、道德行为规范、理想信念和爱国

主义情感，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要让学生掌握红色文化的

主要内容和形式，确保学生理解红色文化的形成过程，打好

理论基础，为实践做好铺垫。红色文化是历史，也有当代价

值，不仅内容全面，而且有多种多样的形式，适合中学不同

阶段的学生去学习 [2]。

中国的很多地区本身拥有浓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对学生

的教育要利用好这一宝贵的文化财富，加强提炼，便于学生

利用和吸收，红色文化与教材联系，真正走进学生的思想和

头脑，这对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也是有利的。打造红色文化

研学旅行活动应做到因地制宜，具备“接地气”的特征，将

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生活文化结合起来，有效消除历史红

色文化教育的形式特征。

践行因材施教，落脚点应该是群体文化的实际情况，有

分级教育的必要性，良好适应学生的年龄特征。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体现趣味性，提高学生对教材的使用能力，凭借自

己的理解提取素材，并加以拓展，形成独有的红色文化教材，

符合历史实际，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通俗易懂，易于学习。

4.3.3 旅行期间加强交流讨论
在研学旅行的过程中，学生会接触到很多红色文化，而

这些红色文化可能在历史课本上都有涉及。通过翻阅历史课

本，学生能对旅行过程中遇到的红色文化有更详细的了解，

形成全面的认识。中学生在研学旅行的各种契机中，对某些

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密切关注着这些信息。比如中学的

历史课本有对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革命反派集团的重点介绍，

学生在研学旅行的过程中，除了接触到正面的红军英雄形象

以外，也会接触到一些反派人物，学生利用历史课本的研究

思路，对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深入地挖掘，并相互交流

想法，对这些红色革命中的人物和事迹产生正面和反面的

认识。

在研学旅行过程中，围绕反派集团最终被粉碎这一话题

进行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使得学生在研学旅行过程中，能结

合实践提高对历史教材的使用能力，有效扩充研学旅行的知

识体量。挖掘历史教材的隐秘内容，可能这些内容在历史课

堂上并没有被学生们所关注。对研学旅行的所见所闻做科

学、深度的研究和思考，拓展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的教育意义

和学术意义 [3]。

4.3.4 问题探究强调联系生活
教材是研学旅行与课堂教学联系的重要载体，课堂学习

更为正式，而研学旅行的娱乐性比较强。此时就需要充分发

挥教材的作用，使得学生能够在研学旅行过程始终保持严谨

的科学研究态度，保持研究红色文化的逻辑思维。中学生活

力满满、激情无限，研学旅行让青少年有接触社会的机会，

能开拓视野，研学旅行也有益于中学生身心发展。

历史教材中有大量思考历史事迹的思路，也就是历史思

维，在研学旅行过程中，学生利用教材所提供的思维去分析

和探究红色文化研学过程中遇到的景象和事迹，感受近现代

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研究某个时代人民的生活情况，通常

会从居住条件、交通工具以及通信方式这些方面入手，在研

学旅行过程中，也可以使用该思维去体会近现代历史中国人

民的生活 [4]。

具体而言，在历史教材中会分析劳动的价值，认为劳动

创造了人，在研究历史事物时需发挥一定想象力，想象某一

历史时期人一天的生活是怎样的。同样在红色文化研学旅行

过程中，也可以采用这样的问题分析方法，去想象当时的社

会生活情况，包括劳动、出行、居住以及饮食等方面。根据

历史教材提供的框架去展开讨论，促进中学生在研学旅行过

程中细致观察，对相应的事物产生深刻的历史性理解。

4.4 旅行重视学习，促进学生参与

4.4.1 智慧旅行开启求知之旅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对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的参与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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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活动背景的设计，重视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识，

合理选择历史名城，确保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比如某历史文

化名城处处是热土，并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在全域实现了智慧

旅游，方便研学旅行的开展，确保学生在参与研学旅行的过

程中能收获颇丰。红色文化研学旅行不仅要关注旅行，还要

重视学习，不能泛泛而游。

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是一种有组织有规划的教学活动，与

一般的旅行活动存在差别，休闲性和娱乐性都弱。要保证是

一场真正的红色文化求知之旅，重研学轻旅行，不只是一场

简单的游玩活动，在某一个红色文化研学基地停留足够长的

时间，以保证研学的质量。红色文化研学旅行强调探究性学

习，重视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的开

支主要由学生的家长承担，一些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校开

展这样的活动要为学生的经济情况做充分的考虑，统一消费

标准，重视学习，减少开支，让学生和家长都能真正感受到

学校为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做了充分的考虑，这样能有效提高

学生对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的参与度 [5]。

4.4.2 研学旅行配合电子课程
践行智慧旅行对培养学生的教材使用能力有一定帮助，

智慧旅行需用到各种各样的先进技术，包括 AR、VR、

AI，有效为红色研学旅行赋能，也能提供个性化服务。互

联网推动智慧旅游发展，加深中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以

场景体验的形式参观纪念馆，了解中国红军革命奋斗史的辉

煌篇章，领悟革命先烈自立自强、敢为人先的英雄精神。智

慧研学旅行结合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多媒体技

术，有助于开发教材，体现装备化、场馆化和视频化的课程

特征，定制个性化产品，实现对三科教材的全方位开发。

智慧研学旅行有电子化课程的帮助，面向三科教材中的

不同主题，使得学生能够学习到多种多样的研学旅行课程，

其中与语文有关的主题教育活动有知青岁月、不忘初心主题

教育，与政治有关的主题教育活动有生命教育、人防教育，

与历史有关的教育活动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农业生产历

史发展等 [6]。在生命教育和人防教育中，借助智慧研学技术

打造的智能化安全网络，实现对学生活动轨迹的良好掌握，

同时也了解青少年的学习情况。

5 结语
提升中学生的三科教材使用能力，需积极鼓励学生挖掘

教材中的红色文化内容，并在实践中使用这些红色文化内

容。可根据教材，提取相应的素材资料，应用在语文写作活

动中，应用在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的宣讲活动中，有效提高中

学生对素材的挖掘和处理能力。中学三科教材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学生从教材中的一个关键词出发，广泛收集网络资

源，开拓视野，丰富文化涵养。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活动，

务必要将重点放在学习上，防止学生在旅行过程中将过多精

力放在游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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