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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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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研学是中国红色文化元素融入“旅游+教育”产业形态下的新型教育形式。本文以海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资

料分析与实地走访调查，梳理海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并进行定性评价，发现海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存在区域性鲜明、但缺乏开发

深度与合力不足的特点。结合红色资源的特性，从研学主题、研学内容和研学体验三方面策划海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向，

为其他地区红色研学的发展提供建议，为传播红色文化，传承海南革命文化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供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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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study is a new form of education in which the elements of Chinese red culture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tourism + educa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Hai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field visit investigation, combing Hainan red

research tourism resources and conducting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finds that Hainan red research tourism resourc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inct regions, but lack of development depth and lack of synerg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d resources,

this paper plan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ainan red research tourism resourc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research theme,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experience,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d research in other regions, and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the inheritance of Hainan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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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研学旅行的兴起

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全国印发了《国民旅游休闲纲

要（2013-2020 年）》，提出要“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2014年《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了“研

学旅行”要纳入中小学生日常教育范畴——积极开展研学旅

行。2016年 11月，教育部联合 11部委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正式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

划，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研学旅行是实施国民素质教

育的重要依托，是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它是以学

习为目的的旅游活动，能够使研学主体在旅游中拓展视野、丰

富知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作为新形势下一种新的

教育形态，研学旅行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1.2红色研学的概述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红色

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

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

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

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红色研学正是在研学旅行的

大背景下，顺应时代衍生出的新的教育形态，红色研学是以红

色资源为载体的一种研究型、探究性、实践性相结合的教育教

学活动，是红色资源与研学旅行融合发展的新形式，对青少年

德育素质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综合整理海南红色旅游资源，并对红色旅游资源与研

学旅行的融合发展进行定性评价，从而探索海南红色研学的开

发途径，助力海南红色研学的新发展。

2 海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现状

2.1海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标准和《海南省旅游资源基本类型释义表》、资

料查询和实地调查，结合研学旅行的实际需求，确定海南省红

色研学旅游资源一览表（表 1）。

表 1 海南省红色研学旅游资源一览表

主

类
亚类 基本类型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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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历

史

遗

迹

FA
物质

类文

化遗

存

建筑遗址

（历史事

件发生

地）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陵水苏维埃政府旧址、罗经革命烈士

纪念碑、仲田岭革命烈士纪念碑、中共琼崖第

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红色娘子军成立大会遗址、

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

念碑、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芬坡乡苏维

埃政府旧址、玉包港登陆作战纪念园、白沙起

义纪念园等。

纪念性设

施

冯白驹纪念亭、华南公路工程修建烈士纪念碑、

崖城革命烈士纪念园、儋州市革命英雄纪念碑、

海南革命烈士纪念碑、李硕勋烈士纪念亭、马

白山将军纪念园、王白伦暨红旗地区革命烈士

纪念园、李向群烈士纪念园、王文明烈士纪念

亭及故居、红色娘子军纪念馆、红色娘子军塑

像、张云逸将军纪念馆、林文英烈士殉难处纪

念碑、刘秋菊纪念园、王文儒烈士纪念碑、周

士第将军纪念馆、吴元隆烈士纪念碑、庄田将

军纪念馆、澄迈革命烈士纪念碑、演丰地区人

民革命纪念园、符克烈士纪念园、风门岭革命

烈士纪念碑、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苏

寻三乡人民革命纪念亭、西沙自卫反击战烈士

陵园、田独万人坑、昌江县海南铁矿死难矿工

纪念碑、临高角解放公园、海口市解放海南岛

战役烈士陵园、三亚梅山老区烈士陵园、万宁

六连岭纪念园等。

军事遗址

与石战场
渡海作战登陆地、秀英炮台等

H
人

文

活

动

HA
人事

记录

地方人物
王文明、王业熹、马白山、冯平、冯白驹、庄

田、吴克之、陈青山等（注：排名不分先后）

地方事件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演艺作品

电影：红色娘子军、死亡集中营、南岛风云、

椰林曲、

碧海丹心、藏红

微电影：1949 北京来电

红色娘子军实景演出等

注：表内内容根据网络数据及实地走访调查不完全统计，

截止日期 2022年 5月 1日，排名不分先后

2.2海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的定性评价

2.2.1基于地理位置，海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海南岛红色革命历程与大陆存在明显差异，其独特的海岛

地理单元、独特的热带丛林地貌，造就海南独有的“二十三年

红旗不倒”传奇、独一无二的红色娘子军精神。这些红色旅游

资源是研学旅行的重要文化内涵，红色娘子军虽然只存在一年

多的时间，但她们的事迹和精神在海南、在中国乃至世界妇女

解放斗争史上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和意义。毛泽东、周恩来称海

南红色娘子军为“世界革命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 ，以红

色娘子军为原型电影和我国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使红色娘子军家喻户晓，依托红色娘子军故事展开的旅游

演艺活动、纪念园、景区等红色景区更是顺势兴起。

2.2.2红色研学旅游资源开发缺乏深度，未能有效依托地方区域

特色

近年来，海南研学旅游发展迅猛，研学旅行活动数量颇多，

一批景区（点）相继被授牌成为国家级、省级研学旅游基地。

截止 2022年 8 月，海南共有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三个

批次共 63个，但总体看来，关于红色研学活动形式较为单一，

在研学目的地多为当地烈士陵园，采用敬献花篮、宣读誓词，

或聆听红色解说、观看纪录片等，主题多为铭记先烈或珍爱和

平。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够，区域性元素未能深入融合红

色研学，红色研学旅行体验感较差，教育效果事倍功半。

2.2.3旅游资源之间的合力不足，无法形成经典的红色研学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标准中关于旅游资源的计分与等级划分，单体旅

游资源能级很重要，能级越高，旅游吸引力相对较强，资源开

发价值越大，除此之外，单体旅游资源之间的协同与联动发展

也同样重要。海南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依然停留在“单兵作

战”阶段，缺乏“全域”视角，缺少联动发展，红色研学产品

难以形成经典长久立足市场。

3 海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开发措施

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研学开展的内在驱动力，海南为实现

红色研学的优质化、特色化发展，应在研学主题、研学内容、

研学方式等多方面强化区域特色，最大限度挖掘海南红色文化

的内涵，并结合海南旅游资源的天然优势，实现红色研学与其

他研学产品的融合发展。

3.1研学主题——立足本土，打造海南特色红色研学项目

红色研学是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研学旅行，重在聚焦红色

资源，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提炼红色精神。海南万宁六连

岭是一座被红色深度浸润的山脉，一支革命队伍在此历尽艰

辛，创造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诠释了海南红色精

神，包括坚定的理想信念、勇于牺牲、无私奉献、开拓奋进、

团结群众等丰富内涵；红色娘子军是琼崖革命孤岛作战的一个

生动实践，创造了享誉世界的红色娘子军精神，这种精神包含

了女性在时代潮流中的重要地位，她们积极奋进、敢于担当、

顽强抗争、不懈奋斗，用实际行动赓续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

量，这些红色精神本土特色鲜明，是海南红色研学活动开展的

内在驱动。

3.2研学内容——创建“红、蓝、绿”旅游资源联动发展

红色研学旅行活动主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的

是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内容是通过研

学课程的设计实现红色资源在研学活动过程中的充分释放，提

升学生对研学旅行活动的认可度。海南地区“红、蓝、绿”的

多样化资源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红色研学单一的发展模

式。“红”是红色研学的主旋律即为当地红色精神的内核提炼，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B%E6%B3%BD%E4%B8%9C/1138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81%A9%E6%9D%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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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指的是海南拥有的丰富热带雨林资源，绿水青山的资源

优势；“蓝”代表的是海洋资源，既包括海洋生物也包括海洋

科技。南溟奇甸的珍奇资源、历史风采及海洋文明都为红色研

学的发展提供了的丰富的素材。红色研学与传统文化、森林研

学、海洋科技研学等有机结合联动发展，能让学生在研学旅行

中既能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能感受革命光荣历史，感受改革

开放伟大成就，推动红色研学实现跨界融合发展。

3.3多感官设计，全方位体验红色旅游产品

2016 年 11 月，教育部等 11 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

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将研学旅行作为中小学生的必

修课程，标志着我国研学旅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小学生作

为研学活动的主体，对研学产品的设计提供了更为高的要求，

从感官上即大脑、语言、听觉、视觉、味觉、肢体等方面多形

式参与研学活动，成为了中小学生践行红色研学的有效途径。

比如以红色娘子军精神为主题的研学活动，课程实施环节可以

包括穿红军衣服、参观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红军餐、重走

红军路、观看红色娘子军实景演出，在研学活动中，将各种感

官置于真实的情景之中，或是听，或是看，或是品尝等，充分

发挥各感官的功能，创造沉浸式体验，增强研学主体的知识文

化获得感，实现红色研学旅行效果的最大化。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继承革命文化，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为了将习总书记这一指示精神落地， 面对新时代的中小学生

群体，在研学旅行中融入红色元素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有效方式，挖掘区域红色资源开展红色研学旅行是中小学生的

必修课。海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红色研学资源特色鲜明，但

红色研学形式单一，为了更好地提升红色研学质量，海南需要

对区域内红色精神深度挖掘的基础上，积极联动现有旅游资

源，优化红色研学体验，通过研学旅行，传播红色文化，传承

海南革命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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