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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四川红色研学旅行的开展主要存在重游轻学，目标模糊以及未能聚焦“四川特色”，评价单一等

问题。本文总结分析了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的三大教育功能：理想信念、革命精神、文化自信；以及青少

年核心素养的三个维度：理想信念、精神信仰和综合素质。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学校、社会市场三个

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通过构建研学旅行的顶层设计，明确研学旅行的目标，培养研学人才，优

化课程体系；政府、市场学校三者合力宣传和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以推进其课程化实施，确保中小

学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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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inl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chuan Red Research and Learning 
Travel, such as focusing on tourism rather than learning, vague goals, failure to focus on “Sichuan 
characteristics”, and single evalu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three major edu-
cational functions of red culture research travel: ideals and beliefs,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cul-
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enagers’ core literacy: ideal and belief, spiri-
tual belief,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cor-
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 school, and soci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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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nstruct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research travel, we can clarify the objectives of research 
travel, cultivate research talents, and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e government, the mar-
ket, and schools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and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curriculum and ensu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
search travel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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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2022 年 2 月，文化旅游部、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利用文化旅游资源和文物促进青

少年精神教育的通知》，建议“对青少年进行中国革命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努力奋斗的精神、

坚韧不拔的意志，丰富青少年文化生活”。建议“要对青少年进行中国革命文化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

“红色研学旅行”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新教育形式，倡导众多青少年将“红色资源”与“学习旅行”有机

结合，采取“旅游 + 教育”的形式[1]。它有助于青少年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培养理想信念，传

递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思想素质。 
然而，目前中国的红色研学旅行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关部门对红色旅游的重视程度不够，实施者的

专业知识不足，在实施红色旅游中存在重旅游(娱乐功能)轻学习(教育功能)的现象，红色旅游流于表面，

没有教育效果。因此，要开发利用好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重要的是如何推动

红色研学旅行项目走向科学规范化，促进红色资源发挥基础教育功能，实现提升青少年思想素质的价值

功能。 

2. 定义 

2.1. 红色研学的教育功能 

2.1.1. 理想与信念 
爱国情怀：红色研学中的民族文化认同精神，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和强国之志。2019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认同祖国的历史文化是培养和发展爱国主

义的重要前提，我们别无选择，应深入研习民族的历史文化，从中汲取精神养分与智慧，主动传承民族

的文化精髓，进而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红色研学必须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唯有深刻了解我

们的国家与文化，爱国主义教育方能得以更好的传承与发扬，红色研学也才能拥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2]。 
树立红色核心价值观：红色研学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教育形式，是为了实现德育工作的基本目标，应

将教育与红色学习实践紧密结合，倡导知与行的和谐统一。强调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领悟。通过丰

富多彩的红色游学活动，引导学生逐步塑造起高尚的人格，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身心的全面

修养。从而培养出既有理论知识又具备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 
思想觉悟：参观革命历史遗迹，具有教育学生、提高思想觉悟的作用，还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团

结。总之，红色研学活动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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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革命精神 
优秀青年应具有革命、斗争和牺牲精神，优秀青年应具有优秀品质。他们应该胸怀理想和抱负，热

爱家庭和国家，并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作为培养革命精神的智慧和现代旅游的结晶，红色游学可以促

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理想结合。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概念的产物，而是公民教育和旅游实践两个

领域融合的结果。 

2.1.3. 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四川的

红色文化是四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而形成和发展的先进文化形态[3]。 
研学旅行使学生有机会体验道德情操的机会。研学旅行使学生走出校门，参观大自然、革命圣地、

博物馆与各类展览，深入探究当前社会形势，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景色，用心灵感受中华文明的深

邃与博大。通过了解改革的辉煌成就与祖国的开放步伐，激发学生对祖国的深情厚爱，进一步增强民自

信心。研学活动是学生了解祖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绝佳机会。更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文化体验。通过游

学与历史对话，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迈向更加美好的生

活与社会，塑造出更加完美的人格[4]。 

2.2. 青少年素养 

2.2.1. 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青年应具备的素质。他强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青年一代有理想和信念是民族希望的源泉，是国家前途的保障。青年人的信念，将成为国家未来命

运的关键力量。理想信念如同精神之“钙”，一旦被点燃，便会激发出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在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6]。因此，我们必须

将个人的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相融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信念，完成“四个自信”，我们必须承担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2.2.2. 精神状态 
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始终致力于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中

国青年不仅要有家国情怀，更要具备全球视野和对人类的深切关怀。当今中国青年的无私奉献之花，将

在中国大地上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智慧和力量。 
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部历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弘扬

大学生的战斗精神具有深远意义。“四史”不仅是历史教育的核心，更是培育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的重

要载体。在深入学习和领悟“四史”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各个时期战斗人员所展现出的崇高

政治品格和精神气质，这些正是伟大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7]。通过“四史”教育，我们必将激发更多青

年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2.3. 综合素质 
良好的学术研究能力是青年人必备的素质之一。新时代意味着任何时候都有一些新事物，新情况，

新问题，新挑战。广大青年的技能素质、思维视野、思想观念都受到了质疑与挑战，要重新出发。 
然而传承的本质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从而为民族的

生命与成长铸就了坚实的基石。这一文化积淀不仅体现了民族的智慧与力量，更为我们提供了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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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向。广大青年要继承伟大中华文化的文明基因和文化根脉，丰富其在新时代的意义，深化文化自信，

培养民族情感和共同精神家园，为民族复兴凝聚强大力量。我们还须培养把中华文明带到世界各地的能力。 
要勇于实践，勇于创新。创新是国家进步和繁荣的现实证明，也是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快到好的

重要战略。青年人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希望。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取决于青年的聪明

才智和创新精神。 

2.3. 红色文化 

2.3.1. 红色文化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于“红色资源”的界定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它涵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中所有体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红色文化；而狭义上，它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追求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意识[8]。广义的红色资源，涵盖了物质资源、无形资源、文化资源以及

人文资源，以及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革命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人文景观和精神。狭义的红

色资源则更加具体，主要指革命遗址、纪念馆、标志物、文物以及文献等实体性存在。 
由此看来，“红色资源”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精神上的“红色资源”包括中华民族在五

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民族精神(耿琪，

2006) [9]。物质的“红色资源”包括革命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旅游线路和

文献。红色文化是指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的、随后由党发展起来的革命

历史和文化(汤红兵，2006) [10]。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救亡图

存、复兴中华、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相结合的结果(黄光文、朱龙凤，2008) [11]。 
概括而言，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而孕育出的一

种独特文化形式。它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华、世界文明的前沿成就，并与中国的国情以及全球发展

的时代潮流紧密相连。这种文化形式具体地体现在三个层面：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2.3.2. 四川红色文化的概念 
它指的是自 19 世纪末开始，四川地区在经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

件后，继续在川陕苏区的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的持续发展中，逐渐积淀形成了丰富的革命遗

迹、遗物和崇高的革命精神。这一文化形态，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丰富、影

响深远，不容忽视[12]。 

3. 研学现状与研学资源 

3.1. 概况 

2023 年 3 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到 1997 篇与“中小学研学旅行”相关的主题文章。作为素

质教育的产物，公众对学习型旅游的接受度前所未有地高。但与红色资源的组合比较少见。总的来说，

中小学研学旅行是中国旅游业的一大亮点，对教育和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3]。 

3.2. 研学旅行逐渐纳入中小学教育计划 

2017 年 12 月，四川省教育厅及成都、雅安、德阳、资阳等省市 11 个部门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的相关意见[14]。得益于这一政策，2018 年四川的研学旅行参与率约 50%。 

3.3. 四川省的红色旅游资源 

四川省作为中国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之地，其 80%的城市拥有红色旅游资源。在这些资源中，四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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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注重保护红色文化遗产，其中包括被列为国家重要文物的邓小平故居，以及在“十一五”规划中被认

为最具前瞻性的旅游目的地——建川博物馆。 
就地理位置而言，四川的红色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川东北的达州、巴中，川西的甘孜、雅安，以及

川西南的凉山彝族自治州。 
其具体包括： 
(1) 四川东北部：指四川省东北部的达州、巴中、广安、南充等地。一线两地中的“两地”包含四川

省东北部的川陕苏区。目前，川东北地区有 45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10 多个展览馆、纪念馆。 
(2) 康巴地区：阿坝州和甘孜地区，有 13 个县的 413 处红军长征遗址，其中 12 处为国家级保护，15

处为省级保护，另有 120 处有待确定。 
(3) 川南地区：川南的泸州、自贡、内江、宜宾、凉山彝族自治州红色资源丰富，分布较广。 
(4) 四川中部：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地的红色文化资源较少，而四川绵阳的“两弹一

星”和“三线建设”是红色文化资源[13]。 

3.4. 四川省研学现状 

3.4.1. 四川特色研学旅行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教育部在 2018 年的公布了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培训基地和营地名单。在这两次公示中，

共确定了 591 个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培训基地和 40 个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培训营地。四川有 22 个

基地获批，占全国总数的 3.72%，显示了四川在研学旅行教育领域的积极发展和显著成果。四川省有大

量的优势资源，如世界文化遗产、红色教育、科技等，在知名大学内建立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研学基地。

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比例为 35.1%，革命传统教育板块为 12.3% [15]。 

3.4.2. 建立了专业的旅游研究队伍 
四川建立了一支由教师、旅行社、导游、旅游景点工作人员和大学生组成的专业的旅游研究队伍，

作为一个跨界产业：四川省旅游协会和四川省教育协会分别成立了旅游研究分会和旅游研究实践委员会，

通过旅游研学培训和公开讲座促进旅游研学人才的培训。但人才数量仍然不能满足当前日益增长的研学

需求。 

4. 研学问题 

4.1. 重游轻学，目标模糊 

研学旅行是具有教育意义，目的是学习和研究。其目的是否明确，直接关系到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

自研学旅行实施以来，四川地区都积极将研学旅行纳入教育计划。 
对于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系统的考虑。首先，研学旅行应当具备明确的

教育意义和目的，能够帮助学生拓宽知识视野，提升实践能力，培养创新思维。其次，研学旅行的主题

和内容应当与学校教育目标紧密结合，确保学生在旅行过程中能够有所收获，真正达到“研学”的效果。 
但教育工作者、教育机构和家长对研学旅行的概念存在一些困惑。对于游学的教育价值，包括其教

育意义、目的和主题，缺乏全面的考虑。在现实中，一些学校对于研学旅行的理解存在偏差，将其等同

于传统的春秋游或夏令营活动。这种“重游轻学”的现象，不仅背离了研学旅行的初衷，也降低了其教

育价值。 

4.2. 研学人才稀缺 

研学人才的稀缺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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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乏人才资源：根据各省市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四川有 900 多万名中小学学生。巨大的

市场需求导致四川的研学人才、课程开发人员和教育管理人员等职位的人力资源严重短缺。 
(2) 教师缺乏创新性和专业性：教师在设计研学旅行方案时，如果对研学旅行资源的了解不够深入，

并且方案设计缺乏创新性，这不仅会降低学生对研学旅行的参与热情，且会阻碍学生对四川丰富历史资

源的深入理解和情感认同。 
(3) 景区内的讲解员素质不高：讲解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红色景区的教育质量和游客的游览质量。景

区内部分讲解员素质较低，其解说词不能综合体现出景区红色文化的内涵，难以让游客深入了解景区红

色文化的全貌。 

4.3. 景区宣传力度不足 

景区的位置固定，决定了景区营销策略的局限性。宣传方式也不够多样化，景区在宣传策略上，往

往偏重于传统媒体，而新媒体渠道的运用却显得相对薄弱，这样的做法显然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缺

乏展现地区特色的有效手段[16]。 

4.4. 景区开发形式单一，未凸显“四川特色” 

有的学校把普通研学旅行和具有四川特色的研学旅行相提并论，未凸显四川特色的研学旅行的重要

性，忽视四川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学校没有深入全面地了解研学旅行资源、学生对四川特色不够

了解，学校没有与相关部门协调，对研学旅行的规划和管理不力等。 
市场吸引力不强：许多红色景区内部陈旧、杂乱，创作缺乏针对性。部分红色景区多为重要纪念品

和文物的展示，演绎为“桌、凳、灯”，开发形式单一。 

4.5. 重视终结性评价，缺乏过程性评价 

在学习过程中，评价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衡量学生学习成果、发现研学旅行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

当前许多学校过于注重终结性评价，忽视了过程性评价的重要性，这导致评价方式显得不够全面。终结

性评价往往以口头报告和口头互动等形式为主，这些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学生的表现，但过

于注重事后评价，难以充分展现学生在研学旅行过程中的真实工作和学习状态。与之相反，过程性评价

能够更全面、细致地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

帮助，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 
因此，教师需要熟练掌握过程性评价的使用，对学生全过程、全面的评价，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5. 对策 

5.1. 政府层面 

5.1.1. 构建研学旅行顶层设计 
四川省教育厅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指导意见》后，各省市积极响应，迅

速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为了确保研学旅行的规范有序进行，政府制定了多项针对性政

策[14]。 
首先，着眼于安全管理，建立了完善的研学旅行安全机制，旨在全方位保障学生的安全。其次，为

了客观评价研学旅行的效果，政府建立了科学的评价机制，通过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对研学旅

行进行全面评估。政府还建立了研学旅行导师的激励制度，通过提供奖励和培训机会，鼓励更多优秀的

教师参与到研学旅行的指导工作中来。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构建优惠机制至关重要，这有助于他们感

受到国家的繁荣和力量，进而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此外，为了推动红色研学旅行的发展，建议建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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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持机制，比如创建研学旅行发展基金。有助于促进文化旅游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5.1.2. 明确研学旅行的目标 
红色研学旅行根植于丰富的红色景区资源，这些资源以其独特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教育意义的高质

量教育资源。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研学旅行，红色研学旅行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针对青少年的全面发展的核心特质，四川的红色教育游学应明确并深化以下目标： 
(1) 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应在青少年群体接续传承。通过红色研学旅

行，深入剖析红色精神和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四川红色文化的熏陶中，深刻感受

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从而自觉肩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成为红色精神的坚定传承者和

积极实践者。同时，红色研学旅行还应致力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 
(2) 树立理想和信念：青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要合理利用这个时期促进他们的养成。

通过帮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四川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接受烈士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使他们早日形

成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3) 分年级的全面发展：以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四川省特色研学旅行的发展

应根据各年级学生的目标来制定。例如，在低年级，总体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对

感兴趣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把观察和学习结合起来，用文字和图片表达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想表达出来。在中年级学段，鼓励学生组织由教师主导的活动，收集信息，提出问题，共同讨

论，运用知识解决简单问题，并具有合作和支持精神。在高年级，他们应该能够总结收到的信息和材料，

计划、分析和总结活动，并学会信息收集的方法。各阶段学习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在不同人生

阶段的发展目标。 

5.2. 研学人才培养和课程优化 

研学旅行团在进行研学旅行活动时，根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研学旅行行为规范》，必须配备至少

一名指导员。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研学旅行的安全和质量[17]。 

5.2.1. 红色研学人才的培训 
应与教育机构携手，设立专门课程以培养红色研学旅行的导师。地方行政机构需实施相应策略，提

供财政资助，并与高等教育机构加强在红色研学教师培训方面的协作。 
例如，传统教育革命基地与高校合作，利用省内大学的红色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旅游管理、等领

域的学术资源，进行资源整合，共建红色研学创新平台，保障其专业性和质量。 
目前，为了培养更多具备专业素养的红色研学导师，众多省市都积极举办了相关培训班。 
例如，一些市级旅游委员会和教育局与知名高校、旅游协会以及旅行社联合开展合作，共同组织教

师培训项目。同时，也可以寻求学术机构的支持或第三方机构的监督。该计划的目的是构建一支符合标

准、规范且专业的红色研学旅行教师团队，以满足红色旅游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并推动红色旅游产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 

5.2.2. 研学课程行优化 
优化红色研学旅行的课程体系：要根据岗位需求，对教育学科和旅游学科的课程体系进行重组，明

确课程目标。例如，旅游专业的课程应包括培训团队领导力、培训团队表达能力、培训基地和营地建设

等专业，教育专业的课程应包括研学旅行的组织和技巧、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等专业。 
分学段课题设计：红色研学旅行中的研究性课题是基于以往的研究，通过实践进行教学。它们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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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不同认知水平的学段：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一般来说，学生在研究导师的总体指导下组成小

组，然后可以根据他们的不同兴趣制定一系列的研究项目。项目的展示形式可以以各种方式呈现，包括

微视频、戏剧、论文和研究报告。 
小学生：根据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可以引导他们以熟悉的、可以接受的题材创作研究项目，如四川

民俗、民间传说、《长征红歌》、伟人故事等。初高中生：研究课题可以包括红军诗词和与红军长征有

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大学生：四川省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都会为全国的大学生提供各种实践主题，

包括四川红色故事、收集和总结红歌、制作和拍摄四川红色微电影、编写革命剧目和制作四川红色地图。

它们也可以与大学、研究所的创新创业项目相结合。 

5.2.3. 推行研学旅行导师资格认证 
目前，研学旅行导游市场还没有得到文件性规范。根据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有志于从事研学旅行

的导游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认证和许可才能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例如，河北省人力资源行业协会教育

研究委员会在省内组织了教师资格考试，四川省应借鉴这一研学导师资格认证的经验。 

5.3. 政府、市场、学校合作宣传 

5.3.1. 多媒体宣传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在利用新媒体宣传四川红色文化时，应采取科学、有趣的方式进行活动，学校

应积极争取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让各级各类社会网站宣传四川红色文化，政府也应积极争取全社会的

关注和支持。在对外宣传四川红色文化时，要根据学生的需求定制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和服务性的

研旅，使四川的红色文化真正深入到所有学生的心中。高校应利用学生频繁访问的网络平台，进行有目

的性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旨在增强学生的理想信念，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

而引导他们成为新时代合格的大学生。 

5.3.2. 按主题宣传 
按主题宣传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 红色基因：红色基因要传承，主要是依靠广大的青年传承。比如，自觉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

实践者，大力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2) 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引领着在青年生活前进，塑造他们的价值观，例如通过学习三线建设的历史和

前辈们的奋斗精神。红色研学旅行应致力于帮助青少年深入理解四川革命斗争的辉煌历程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3)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民族繁荣与国家强盛的基石。四川省的古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旨在焕新这

一古老文明的现代价值，三国蜀汉文化的发掘与传承，则是对四川历史辉煌篇章的重新诠释。四川历史

人物文化传承与创新项目，旨在纪念和传承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杰出人物。以及与优秀传统文

化相关的、扎根于青少年灵魂的、激发强烈文化自信的项目。 

5.4. 共建研学旅行实施基础 

5.4.1. 健全完善研学服务体系 
四川省开发红色旅游研学基地建设时，以政府为主导，以互联网市场为支撑，采用虚拟现实技术等

新技术、新设备，直接用于学习者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让他们互动观察，并对相关研学旅行路线配套

设备和设施，如“住宿、交通”等，并用接待设备进行操作。这为研学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高了

研学旅行的质量。在综合服务体系层面，游学基地需要加强质量管理，维护好四川研学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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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塑造互联网+红色文化品牌 
四川省政府将根据其在红色旅游方面的独特优势，组织专门单位加强对四川红色旅游景点的打造。

在此过程中，由四川省政府牵头，各市和学校共同参与，树立四川红色旅游景点的品牌形象。通过“微

博”、“抖音”、“朋友圈”、高校网站等各种网络宣传方式，更好、更有效、更全面地向公众特别是

青年学生介绍四川红色旅游景点品牌。 
四川的红色资源主要包括伟人故里、川陕苏区、长征纪念馆、三线建设等宝贵的历史遗迹，区域特

色包括世界文化遗产、红色教育、文化博物馆、著名高校和科技研发中心等。为了充分发挥这些红色资

源的价值，四川省建立了攀枝花、广安、巴中、阿坝县、凉山州等五大红色旅游综合开发示范区，旨在

通过红色旅游这一载体，将红色文化发扬光大。同时，建立了四大红色工程，分别是：红色旅游创新、

红色旅游精品培育、红色旅游服务提升、红色旅游宣传营销。全面提升红色旅游的质量和影响力[18]。开

发五大红色文化的路线，制定文化精品战略与措施，旨在增强四川红色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此外，将文化元素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以此推动四川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5.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 

对考察活动的评价不能忽视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要把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 

5.5.1. 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机制 
评价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包括知识和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再评价的必要性等。无

论生生评价，还是教师评价。这些评价都是主观的，其评价方法缺乏多维性、内容不够全面和过程缺乏

科学性等。因此，只有进行元评价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这些问题。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5.5.2. 采用多维性的评估主体 
不仅让教师参与评估，同时也让学生自己参与评估，鼓励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多种评估方式的结合

使得评估更加灵活，教师、家长和社区可以充分了解学生的研究历程。 

6. 结论 

红色研学旅行是对红色传统文化的承载，有利于培养和提升青少年的核心素养。本研究深入分析了

四川红色研学旅行的价值及其实践路径，通过分析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的教育功能；以及青少年核心素养。

并结合四川研学旅行的实际情况，为红色研学旅行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旨在为红色研学旅行的发展

提供指导。 
红色研学旅行作为一种文化教育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模式，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通过不断的创新与实践，有望成为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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