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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高度重视“四史”教育、鼓励研学旅行发展的背景下，红色研学旅行从疫情形势与国家政策、浙

江红色基因与文化传统、师生理想课程与课程开展现状而言具有纵深发展的可能性。但现阶段的红色研

学旅行也面临着课程目标虚化、课程主体模糊、课程评价缺失的困境。对此，项目组以《浙江红色历史

文化课例》为参考，设计课程目标清晰、学生主体地位明确、师生课程评价完整的研学方案为摆脱困境

提供了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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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and encourages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trips, red research trips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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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th development from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national policies, the red gene and cultural 
tradition of Zhejiang, and the ideal curriculum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But at present, the red study travel is also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the curriculum goal, the curriculum subject is fuzzy, and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is missing. In 
this regard, the project team takes “Zhejiang Red History and Culture Course Example” as a refer-
ence, and designs a research program with clear curriculum objectives, clear student subject sta-
tus, and complete evalu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urse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getting rid of the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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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4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和加强“四史”教育

的重要指示，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通知。提出要深

刻认识开展“四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思政课在进行“四史”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注重各学

段学习教育重点内容和要求，改革创新教学方式方法[1]。 
通过调研，中小学生对“四史”教育均有较强的认同感，且期待落实研学旅行等创新性强、体验度

高的课程形式。而研学旅行作为中小学生进行红色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实现立德树人目标、培

养高素质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完全符合大思政课、“四史”教育教学方法创新的需要。 
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倡导“逐步推进中小学生研学

旅游”，正式为研学旅游正名。2016 年，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

意见》将研学旅行定性为“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

研究性学习和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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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2]。2018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

指导意见》中主张“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发展红色旅游，积极开发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国情教育等研学旅游产品”[3]。 
基于上述大背景和调研结果，红色研学旅行是否具有纵深发展的可能性、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该如

何脱困值得进一步研究。 

2. 红色研学旅行开展的可能性 

2.1. 疫情形势好转与国家政策扶持 

2022 年 12 月，我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长达三年的疫情防控迎来了转折点。政策的开放将促使研学旅行的组织形式、路线安排、出行方式等产

生新变化，令展开线下研学具备较高的可行性。 
2022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要创建一批研学资源丰富、课程体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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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活动特色鲜明、安全措施完善的研学实践活动基地[4]。2023 年 3 月，“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绍

兴发布”会议在浙江省绍兴市召开，会议发布了《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 2022~2023》。政府着力贯彻

推进“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在研学课程建设、指导教师培养、基地评定、门

票减免等方面下功夫。 
在疫情防控经历转折点后，研学市场很可能会迎来一次爆发。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利用政府优惠、

以研学旅行为依托推进“四史”教育的发展是值得思考的。 

2.2. 浙江红色基因与文化传统 

浙江历来有“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明朝时期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曾畅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

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提倡“知行的功夫不可分开”，为研学旅行的开展提供丰富的理论基础。 
另外，浙江是一个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寓教于游”文化传统的地区。从萧山的衙前起义

至宁波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再到天目山一战的苏浙军区部队，浙江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上的良好现实基

础为中小学生重走前辈路、继承红色基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能性。 

2.3. 师生理想课程与课程开展现状 

为调查师生理想课程与课程开展的现状，项目组采取了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红色历史

文化资源丰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浙江省作为考察地点，向小学、初中、高中均投放了一定数量

的问卷，并寻访了个别师生，意图从老师、学生两个维度深化对“四史”教育现状的认识。 
项目组成员共面向学生发放了 768 份问卷，收回 680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88.54%；面向教师发放

了 440 份问卷，回收 430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9.73%。基于比较大的调查基数，项目组的调查对象也

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受调研学生来自温州、湖州、杭州、宁波、台州、衢州等地区，年级从小学一年级

跨度到高中三年级。受调研教师也来自省内各个市区不同年级段，平均有 12 年的教龄，教学经验比较丰

富。数据显示，受调研教师有 33.41%为 20~34 岁，39.32%为 35~44 岁，26.36%为 45~54 岁，0.91%为 55
岁及以上，调研所覆盖的年龄段广。不仅如此，受调研教师的政治面貌也比较多元，有 54.77%为党员，

6.36%为团员，38.86%为群众。问卷内容涵盖受访者对“四史”教育的了解程度、已展开的“四史”教育

形式、理想的“四史”教育课程形式、“四史”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等。 
调研结果显示，56.90%的学生表示自己学校已开展了相关的“四史”教育，63.55%的学生对“四史”

教育的内容相当了解或比较了解，83.07%的学生愿意在未来更深入了解“四史”教育。同时，有 97.5%
的教师肯定了“四史”教育开展的必要性，且 76.82%的教师对“四史”教育已较为了解。尽管从数据来

看中小学师生对“四史”教育均有较强的认同感，但仍有 8.92%的学生对本学校已开展的“四史”教育

活动形式表示出不感兴趣。在理想课程形式的调查过程中，相较于传统形式的“四史”教育，影片欣赏

(28.65%)、实地考察(21.75%)、情景剧排演(13.75%)、举办相关比赛(9.28%)、课堂展示(9.16%)等创新性

强、体验度高的形式更受学生欢迎。 
因此，这样一种对“四史”教育课程具有认同感但对课程形式不满意的现实与学生渴望体验度更高

的课程形式的理想间的矛盾催生中小学尽快革新思政课程开展的形式，那么红色研学旅行这样一种强调

学生主体性，丰富学生体验感的活动的推行也就势在必行了。 

3. 红色研学旅行的困境 

近年来，红色研学旅行稳步推进，但也存在课程目标虚化、课程主体模糊、课程评价缺失的困境，

阻碍着红色研学旅行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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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课程目标虚化 

清晰的目标对于研学旅行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只有主题具有明确性，目标具有可行性，教师和学

生才能有效完成研学活动，实现“游”“学”兼备。 
但目前的研学旅行普遍存在课程目标虚化的问题，教师重“游”轻“学”，学生“游”“学”不分。

有不少学生对研学旅行不甚了解，将春秋游也归纳至研学旅行的范畴，并将研学旅行视作普通参观游览

的活动，在研学地点走马观花、只游不学。不单是学生，教师在研学旅行的实施过程中也更多关注学生

安全、队伍纪律等非课程问题，设置的课程目标与教科书脱节，轻视知识技能、学习兴趣的培养。 
教师为研学的“安保员”，学生为研学的“游客”，“游”“学”界限模糊的认识现状令研学旅行

流于形式化。 

3.2. 课程主体模糊 

受“教师本位”观念影响，学生的主体性在整个研学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方面，研学旅

行的主题、地点、目标一般由学校和旅行社共同制定，学生被动接受通知，其需求并未在研学设计中得

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在研学旅行具体开展中，教师整体没有突破“教师讲解学生聆听”的旧模式，

只是将教学地点从课堂搬到户外。学生也较多缺乏问题意识，甚少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教师为知识的“搬运工”，学生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单向灌输的教学方法，令研学旅行丧失

探究性和自主性。 

3.3. 课程评价缺失 

研学评价对于研学目标的落实与深化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根据调研结果，学校大都把研学重点放在

“观察实践”，只有不到 10%的受访学校有明确的研学评价，且评价群体多为教师。研学评价的缺失既

不利于学生回顾所学知识，激发深入探究问题的热情，也不利于教师对教学方案进行反思。 
而在现有的研学评价中，教师更注重观察学生情感价值层面的变化，而对知识技能、学习兴趣的考

察相对比较欠缺。不仅如此，质性评价虽能更个性化反映师生对于研学的感受，但也存在片面化、主观

性的弊端，重质性评价而轻量性评价的现状也为全面化分析研学旅行开展情况制造了难度。 

4. 红色研学旅行困境的解决对策 

对此，项目组以《浙江省红色历史文化课例》为参考，坚持“学生本位”的原则，设计目标明确的

研学方案，能为推动红色研学旅行纵深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浙江省红色历史文化课例》将历史课本与

浙江红色历史文化相结合，详细指出每一课的教学环境、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课后思考和课外拓展资

料，并系统阐述了师生活动和设计意图，便于教师落实教学。而基于本书的研学方案设计，则进一步为

传统理论课堂迈向创新性、实践性课堂提供了桥梁。 
首先，在研学开始前，教师可以通过教科书相关内容讲解、课外材料阅读的方式使学生对研学地点

的相关历史有所了解。同时坚持以问题为研究导向，结合书本知识引导，启发学生发现他们真正所感兴

趣的问题，并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提供专业性的参考意见。例如在《浙江红色文化课例》第二章第四节《四

明曙光：大革命时期中共宁波地委》中，教师可结合教科书介绍国民大革命等相关史事，通过图片和文

献材料令学生对中共宁波地委具备基本了解，启发学生对中共宁波地委的成立过程、组织活动等问题产

生思考。 
其次，在研学进行时，学生带着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参观，并选择自身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展开知识方面的思考，也要有意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动手能力、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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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能力等。以团队协作能力为例，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根据研究方向建立学习共同体，以团队协作

的方式来讨论分析观察实践后得到的信息，并把研究成果或者情感体验书面化，一般低年级段以情感体

验类游记为主，中高年级段可以尝试形成研究报告。以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为例，在《浙江红色文化课例》

第四章第四节《妇女能顶半边天：千鹤妇女》中，教师以采访村中老人的方式在深化学生对口述史认知

的同时，锻炼了学生的沟通能力。 
当然，在研学过程中结合情景剧、诗朗诵、观看纪录片等多种更具趣味性的活动也是提升学生兴趣

的重要方式。比如，在《浙江红色文化课例》的《红船首航嘉兴南湖：中共一大在浙江》中，教师引导

学生排演以“中共一大”为核心内容的情景剧，帮助学生重现历史场景，激发其爱国热情。 
最后，在研学结束后，学生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结合推荐阅读书目，展开课后思考与交流。

并且可通过开展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来对整个研学进行反馈。教师主要进行综合性评价，而学生

本人主要作为过程性评价者。项目组以《真理的味道有点甜——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进行了陈望

道故居研学设计，当中涉及课后作业、推荐书目、课后巩固与思考和研学评价，详见表 1。这种“促使

学生学会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自我评定”，正“是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终生学习愿望的巨大的动力，也

是改革传统教育封闭式评价方法的有效措施[5]”。 
 

Table 1. Research design of Chen Wangdao’s former residence 
表 1. 陈望道故居研学设计[6] 

研学地点 研学目标 活动方式 课后作业 推荐书目 课后巩固与思考 研学评价 

陈望道故居

位于浙江省

金华市义乌

市城西街道

分水塘村，

是中国共产

党革命信仰

教育的红色

教育基地，

也是习近平

总书记讲述

陈望道蘸着

墨 汁 吃 饺

子、追求革

命信仰故事

的起源地。 

1. 了解陈望

道首译《共

产党宣言》

的具体过程

和 历 史 意

义。 
2. 了解革命

工作的艰难

以及革命先

烈的刻苦精

神，培养对

党和国家的

拥 护 和 热

爱。 

1. 聆听教师

讲解，选择

自身感兴趣

的问题深入

研究，可根

据研究方向

建立学习共

同体。 
2. 进行“陈

望 道 首 译

《共产党宣

言》”情景

剧表演。 

观看了陈望

道故居，了

解陈望道首

译《共产党

宣言》的历

史，你对此

有何感想？

谈谈自己的

感悟，并以

小组合作的

方式进行展

示。 

1. 复旦大学档案

馆编：《宣言中译 
信仰之源》，复旦

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2. 中央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上海

市档案局、上海市

档案馆编：《信仰

的力量——中国

共 产 党 人 的 初

心》，学林出版社

2018 年版。 
3. 贺团卫：《民

主革命时期<共产

党宣言>在中国的

翻译与传播研究：

1899~1949》，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19 年版。 

1. 陈望道如何翻

译《共产党宣言》，

具体过程是什么

样的？ 
2. 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对

后世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有什么影

响？ 
3.《共产党宣言》

的翻译对中国革

命会产生哪些影

响？ 

1. 学生根据

学生研学旅

行自评表展

开自评。 
2. 教师从安

全纪律、知

识落实、素

质锻炼、情

怀培养、研

学成果总结

五个方面展

开综合性评

价评价。 

5. 结语 

当下，疫情形式的好转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为研学旅行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浙江省“知行合一”

的文化传统与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研学旅行的开展提供了深厚的背景。中小学师生对“四史”教育的

高认同与对创新性“四史”教育形式的高期待为研学旅行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而红色研学旅

行也在课堂之外，给予了学生走进历史、走近世界的机会。因此，正视红色研学旅行所面临的困境，探

究其未来路径，让研学旅行做好学生的第二课堂，对深化“四史”教育，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等方面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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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 
第一，项目组的研究对开展优质红色研学旅行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而优质红色研学旅行一方面

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可

以提升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自信感。 
第二，关于红色研学旅行的研究也可对其他地区起借鉴作用。通过调研，项目组找出中小学红色研

学旅行开展所面临的困难，并提出解决方案。其他地区在开展红色研学旅行时，也能以此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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