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棱是黑龙江省牡丹江东部的一个边境县，满语为牧马
场。境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四方山城址，六峰湖自然
保护区、东北红豆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东北虎豹公园
等一批风光独特的旅游景观。同时，也是歌词创作之乡、全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文化先进县。这里出土了国内较大的
旧石器时代黑曜石器具（盘形器)，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一支机械化重炮部队，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红色文化底蕴。目
前，已公布不可移动文物32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上7处，
针对文物资源保护利用现状，穆棱市文物保护中心依托乡镇
旅游发展需求，开展文化遗产研学线路建设，探索低级别文物
保护利用新思路新举措。

串珠成链 重点打造“古遗址+红色研学”游径线路

2023年重点打造大榆树金代遗址、六峰山抗联文化陈列
展、3D实景课堂、六百壮士山观光研学点，为丰富研学线路内
容，把参观东北红豆杉繁育基地、六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团结
水库综合拓展等特色活动融入其中，将穆棱市共和乡域内较
有代表性的古遗址、文博场馆、综合拓展等串珠成链，以研学
的方式对该地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梳理和解读。

穆棱市文物保护中心积极探索“金代遗址+红色研学”，
让文物与红色文化研学深度融合，并贯穿到区域旅游链条
中，延长了历史文化时间，拓展了旅游内容，让文化为旅游注
入灵魂。

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北方政权，是靺鞨部
落中的一部。靺鞨的另一部分是被称为“黑水靺鞨”的七个部

落，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女真人的第一代祖先起源于黑
水靺鞨。“白山黑水”的黑水就是黑龙江的另一个名字，即源于
此。大榆树金代遗址位于穆棱市共和乡立新村榆树屯南 800
米，面积约 3万平方米，距今 900年。为加强宣传，在大榆树金
代遗址外侧边缘设立两个仿制考古探坑，陈列金代遗存器物
32件，并设立说明牌。通过讲解员介绍，向游客展示女真族的
兴衰历史，使游客感悟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融合。工作人员从金
代使用的宋币和生产工具等文物交流说起，讲解中华各民族
融合的历史背景，从时间跨度上延伸展开，一直讲到清代黑龙
江版图内各民族的变迁，直至各民族团结共御外侮，并延伸到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东北民众坚持不懈进行14年艰苦卓
绝的抗日斗争。

同时，以纪念场馆为径，深入挖掘本地红色历史文化，揭
开尘封历史，感受历史脉动。

在共和乡建立了 1000平方米的六峰山抗联文化展厅，以
历史陈列的方式诠释伟大的抗联精神。以信实可靠的文物、史
料、县志、档案文献等为依据，通过馆内珍藏的各类图片、资料
及实物展品，集中展示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六峰山地区的抗战历程。东北抗联是穆棱区域的一段重要
历史时期，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历史逐渐让人淡忘。为此，开
设3D党课《他们连名字都牺牲了》，带领大家回到那个战火纷
飞的白山黑水，回到共和乡这个英雄战斗过的地方。课程包括
前置学习引导、抗联陈列馆现场教学、参与体验活动、课后分
析互动等环节；设置“三段三层”架构，根据低、中、高三个学年
段学生的特点，由浅到深有针对性设计课程内容，适应不同年
龄段学生的需求，让他们在抗联陈列馆现场教学中完成既定

的学习目标。以抗联陈列馆为第一教学场所，以文教结合的创
新模式引领广大青少年及游客探索红色文化精髓，品读历史
经典，参与互动，培养责任感。

六百壮士山位于六峰山西麓，1939年抗联第二路军义勇
军姚振山部600人先后在这里壮烈牺牲。人们为了纪念这些无
名英雄，将他们的牺牲地称为“六百壮士山”。现在山上架设了
松木桥，铺设了石板步道，敬立了六百壮士纪念碑。研学活动
中，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学员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
向烈士默哀。佩戴红领巾、手捧鲜花的少先队员齐声献唱《中
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敬队礼，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和
为共产主义接续奋斗的坚定信仰。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参加研
学活动深刻了解了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史，体会到美好生活
的来之不易。

除了文物遗址和东北抗联红色文化，学员还可以在这里
领略东北的山清水秀。

东北红豆杉保护区及繁育基地是中国东北林区保存良好
的一块东北红豆杉集中分布区，在黑龙江省林区具有明显的
典型性和独特性，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在红松母树林研学栈道上，听讲解员讲述其修建历史以
及林中的珍贵树木种类差异，感受高负氧离子带来的清新之
感，沿“亲水廊”至“增寿亭”，观“神龟探水”，一睹世界稀有树
种，独特的山色让游客尽享自然美景。

六峰湖边拓展区位于六峰湖畔松树林湖边滩涂地带，
是以六峰山抗联文化为内容的户外拓展训练项目。融合高
挑战及低挑战元素，学员在个人和团队中，都可通过危机
感、指挥、沟通、面对逆境等应对能力的培训，不断提升自我

的综合素质。
篝火晚会时，游客可以互动传唱“长白山号子”、抬木头，

沉浸式体验东北林区工人当年的生产生活场景，通过观赏契
丹舞、朝鲜族舞等表演，了解当地的特色文化。通过文化遗产
研学线路建设，引导学员在研学活动中领略壮美河山，感受悠
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文化自信，让传承与
当下相融共生，更好地发掘与宣传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同时，带
动了旅游产业延伸发展，实现“文物+旅游”相互促进融合发
展，文化遗产研学线路建设得到游客和群众普遍赞赏和高度
认可。

总结经验 启动马桥河镇文物主题研学游径建设工作

2024年，穆棱市文物保护中心在共和乡文化遗产研学游
径建设试点工作较有成效的情况下，总结经验并启动开展马
桥河镇文物主题研学游径建设工作。

目前，已编制完成《马桥河镇文物主题游径发展规划思
路》，根据马桥河镇文物、红色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特点，提出开
展西河遗址旧石器文化遗址公园、沟里大地西南遗址文化公
园、解放战争穆棱纪念广场、俄罗斯风情民宿园区、生态游示
范点、自然遗产公园建设等项目的规划、建设和推广。

接下来，穆棱文物保护中心将积极探索文物保护和旅游
融合发展需求，逐步推广各乡镇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工作，形成
穆棱市文化遗产研学游线路网的可行做法，努力激活低级别
文物，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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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新思路新举措
张利军

1938年春，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战，3万多名抗日
将士用身体筑起血肉长城，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共消灭日
军 1万余人，取得了抗战爆发后中国正面战场的首次重大胜
利，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夺取胜利的信心和斗志。台儿庄经此
一战，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台儿庄也因战火一度
成为废墟焦土，“无壁不饮弹”“无土不沃血”，这里至今还保存
着许多弹痕累累的战争旧址。为缅怀民族先烈，弘扬民族精
神，教育激励后人，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区政府1992年启
动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建设，1993年 4月 8日正式建成开馆，
2006年底区委、区政府对纪念馆实施改扩建，建筑面积扩大到
1.2万平方米，展厅面积增加到8000平方米。

经过 30年的发展，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现已成为全国百家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
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国家首批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二级博物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自入选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以来，台儿庄
大战纪念馆充分发挥纪念馆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积极构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优质平台。2023年，台
儿庄大战纪念馆共接待游客43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学生参观
人数 180万人次；《战地黄花——刘守玟生前照片和随身匕首
的故事》等两篇故事入选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让革命文物讲
好山东故事”100篇优秀作品；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位列2023年
度全国热搜纪念馆及革命类博物馆百强榜单第44位，影响力、
美誉度和知名度不断提升。

开发特色思政课程，解决好“教什么”的问题

纪念馆深入挖掘台儿庄战役中所蕴含的精神密码，精心
设计思政育人载体，将革命文物资源创造性转化为思政工作
的教育资源。一是以弘扬抗战精神为主题，推出微党课《坚持
斗争精神 越是艰险越向前》《用血肉铸起新的长城——台儿
庄大战拼杀出的民族血性和民族担当》等，引导青少年学生感
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坚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
的必胜信念；二是依托革命史实，创作一批红色小剧小戏，如
在创新编排的沉浸式红色剧目《遥远的等待》《清明的思念》中
融入快板、舞蹈等，以情景剧的形式开展常态化演出，激发青
少年学生学习英雄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气概，传承弘扬视死
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三是契合青年人实际需要，开发
研学课程《台儿庄大捷与中国梦》《饮水思源，勿忘革命先烈》
等，激励当代青年人牢记历史使命，勇担民族重任，争做时代
新人；四是挖掘台儿庄大战中共产党人麦新、张克侠、刘培植
等同志的英雄事迹，精心打磨《一首穿越历史的战歌》《台儿庄
战役中的共产党人张克侠》等红色故事，进一步启迪青少年学
生和广大游客感悟中国共产党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定信念和推
动民族复兴的坚毅斗志。

构建多元教学方式，解决好“如何教”的问题

全面整合馆内展厅、展示资源，开拓“叙事性教学+情境式
教学+互动式教学+延伸式教学”新模式，积极构建层次递进、相
互支撑的教学方式。一是叙事性教学。利用台儿庄大战主展厅
陈列展示千余件文物实物、史料图片，全面展示“大战前的形
势”“光辉的序幕战”“台儿庄歼灭战”“影响全国，影响世界”等
内容，观众通过观摩馆内展示、倾听现场讲解，深刻体会台儿庄
战役中爱国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慷慨壮举。同时，开设六
十军史料展、战地记者展，把教学课题融入展览展示中，并设置
党员现场教学点、廉洁文化教学点等，为开展不同的主题活动
和教育培训提供丰厚的教学资源。二是情境式教学。《血战台儿
庄》全景画馆有机结合了巨幅画面与逼真塑形，给人以身临其
境之感，观众仿佛置身于台儿庄战役战场，直观感受中华儿女
用生命与血性捍卫国家荣誉的崇高精神，捍卫民族尊严的英勇
气概。三是互动式教学。改造提升民族精神大讲堂，开设主题党
课、研学课程和企业精神的塑化课程，并以菜单式呈现，便于民
众选择课程，通过现场互动的方式交流和研讨等，让他们主动
参与到实践教学中，真正实现从“被动受教”到“主动探究”。四
是延伸式教学。设立可容纳90人的多功能厅，配有专业音响设
备、多媒体显示设备、馆藏文物资料三维魔屏等设施，既可以举
行诵读活动、入团入队仪式开展红色沉浸式演出，也可以查阅
馆藏文物资料，开展延伸式学习，拓宽实践教学深度。

打造优质教学团队，解决好“谁来教”的问题

按照“内育+外引”“专职+兼职”并举的思路，不断强化师
资力量，形成“讲解员+高校专家学者+抗战精神传人、本土红
色专家”的优质教学科研队伍。一是抓好讲解员队伍建设。组
织讲解员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等场馆学习交流，邀请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
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对讲解员进行普通话发音、抗战歌曲演唱、
快板说唱专题培训，不断提升讲解员的能力素质。近年来，讲
解员团队创作的红色小戏小剧《遥远的等待》荣获2022年“齐

风鲁韵铸魂化人”山东省群文系统艺术党课三等奖，并在2023
年山东省乡村文化振兴暨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小戏小剧群众
演群众看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进行展演，观众反响热烈；1名讲
解员获得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4名讲解员获得山东省红
色旅游五好讲解员等殊荣。二是抓好高校专家学者队伍建设。
先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济南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等30多家军政校企单位建立共建关系，共同
开展学术研究课题、人才交流等活动，充实思政育人师资力
量。成为“山东革命场馆与高校融合发展联盟”发起单位，汇集
各单位优势资源，构建馆校全方位实践育人共同体，促进高校
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通、互惠共赢。三是抓好抗战老
兵、参战将士后代和本土红色专家队伍建设。组建台儿庄战役
研究会，加强台儿庄战役历史的研究、阐释，出版《台儿庄大战
亲历记》《台儿庄大战中的中共党员》等书籍，弘扬爱国主义和
抗战精神。聘请抗战老兵、参战将士后代和本土红色专家为红
色教员，通过多角度、宽视野讲述抗战历史并进行解读，加深
人们对台儿庄大战历史的认知和感悟。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积极构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优质平台

聚合各类育人资源 用好用活革命文物资源
孔维征 王清秀 宋胜健

红色小戏小剧《清明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