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4

No. 07 2022理论热点

语文教育视野下青海原子城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麻铭辉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摘要：青海原子城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也是青海省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景点。不同于其他红色场馆，青海原子城有其独特

的地位和特点，对其地位和特点进行分析并形成有针对性地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路径，有利于促进青海原子城教育职能达成。研究分析

得出青海原子城“主题宏大”“省内首位度高”“发展独立”“与语文课程适配性强”的特点并根据所发现的特点相应地提出了充分结

合场馆外相关红色资源，进行语文课程设计和展览叙事方式调整两部分实践的路径供交流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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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子城现有特点分析

学界对博物馆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较为丰富，涉及博物馆

学、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研究的视角和目的也各有不同。教育

职能作为博物馆的新兴职能，从这一视角对博物馆资源开发利用

进行的研究正在快速发展完善。然而教育视角下的资源开发与利

用研究往往从宏观的场馆概念出发，少有针对青海原子城进行的

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发现青海原子城在场馆主题、省内首位度、

合作发展、与语文课程的适配性等方面相较于其他红色场馆具有

一定独特性。对原子城特点进行分析，促成针对性强的开发方式，

可以对青海原子城红色资源开发与利用产生较强的指导作用。

（一）中心主题宏大，拥有较多馆外红色资源

青海原子城是“两弹一星”精神发源地。通过调查发现，作

为青海原子城的中心主题，“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拥有较为丰富

的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科研机构、展览机构、网络普及平台、相

关文艺作品。故对青海原子城进行红色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

仅仅涉及馆内多种资源，在场馆以外也有大量的相关资源有待发

掘。因此在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全程应当积极拓展场馆外的相关资

源，对场馆内资源进行必要的丰富与扩充。

（二）省内首位度高，对展览手段提出较高要求

根据 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 机构联合发布的《关于印

发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通知》可见，青海省的红色教育

资源并不十分丰富。青海省仅有五个景区被纳入名录，其中，“海

北州青海原子城遗址”影响较大。在青海省红色文化的视角下，

青海原子城作为全省较为知名的红色文化景点应当起到带头作用。

在“两弹一星”精神的视角下来看，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作为“两

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也应当发挥核心作用。因此，青海原子

城现状对纪念馆教育职能的发挥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对纪念馆

的展览方式进行调整可以作为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方向之一，吸引

游览者主动来到场馆接受红色文化教育。

（三）场馆发展独立，有待与学校合作发展

随着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展，展览馆与学校双边互动的馆校

合作趋势逐渐成为展览馆发展改革的重心。青海省科技馆于 2013

年开始与西关街小学建立合作关系，为本省馆校合作提供了良好

的范例。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中丰厚的教育资源也可以广泛运用到

学校相关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之中，推动纪念馆教育职能的发

展。因此对纪念馆的馆校合作课程进行设计可以作为资源开发与

利用的方向之一，吸引学生被动来到场馆接受红色文化教育。

（四）图文情境丰富，与语文课程有较强适配性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现有展览序列由六个展厅线性构成，其中

“历史抉择”展厅和“化剑为犁”展厅中为叙述历史背景环境，

设置了较为丰富的图文资源。语文课程标准强调以“阅读与鉴赏”

作为基础的语文活动，与纪念馆内丰富的图文资源较为适配。此外，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对课程情境的创设，青海原子城整体结构包含

有原 221 工厂，且周边居民对原子城的了解较为深刻。上述充裕

的环境资源构成了天然的语文课程现实生活情境。因此在馆校合

作课程的设计上可以将学科范围进一步细化为语文学科，促进学

生语文素养的发展。

总的来说，参照原子城展览馆的诸多特点，其在语文教育视

野下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可以从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语文馆校

合作课程开发，整合选用馆内和馆外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进行与

现实生活高度联系的语文课程开发。第二部分为展览叙事方式调

整，运用较为新颖的叙事手段思考或调整现有展览叙事方式，促

进场馆内外红色资源相互联系并充分开发与利用。

二、原子城红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思考 

依据青海原子城特点，研究尝试着进行了实践探索，注重语

文视野下馆校合作课程开发和展览方式调整。同时在语文课程设

计中兼顾运用馆内已有红色教育资源，也运用馆外相关主题的红

色教育资源。在对展览叙事逻辑与方式调整探索过程中，注重对

馆外园区展览内容和海北州生活区域的联合开发。

（一）原子城语文馆校合作课程设计——《原子城这片土地

上的忧与喜》

教学目标：

1. 利用《大漠深处》歌曲、原子城纪念馆中丰富的图文资源

和书信资源，学习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表达效果。

2. 利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环境，依托情境进行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

3. 利用时代局势背景图文资源、原子城纪念馆“东方巨响”

展厅中的幻影成像技术、“化剑为犁”展厅中的中央批示书信、《永

怀之歌》话剧等，感受无私奉献、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

教学重点：学会利用身边的资源自主进行语文学习

教学难点：能在课程中了解“两弹一星”精神的具体体现和

精神内涵

导入：在内忧外患并存的近代，中国产生了优秀的中国革命文

化。抗疫精神、女排精神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优秀精神，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也是我国精神文明中的瑰宝。那么请同学们阅读下面这

一首歌曲的歌词，探究这首歌曲所歌颂赞扬的是什么精神。

歌词鉴赏布置——《大漠深处》

有一种花儿 名叫马兰 / 你要寻找它 请西出阳关 / 伴着那骆驼

刺啊 / 扎根那戈壁滩 / 摇着那驼铃 / 吹着那鹰笛 / 敲醒了黄沙漫卷 

灰蒙蒙的天 / 有一个地方 名叫酒泉 / 你要寻找它 请西出阳关 / 丹

心照大漠 血汗写艰难 / 放出那银星 舞起那长剑 / 撑起了艳阳高照 

晴朗朗的天 / 啊 马兰 啊 酒泉 / 啊 马兰 啊 酒泉 / 一代代追寻者……

任务一：在生活中找寻“两弹一星”精神的影子

活动一：分享对歌曲所赞扬精神的答案，交流互联网查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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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与查阅的方法

活动二：小组讨论“两弹一星”精神曾经出现在生活的哪些

部分当中

教学提示：可以结合自己生活中的出行计划、影视作品、新

闻资讯等进行会议

任务二：在历史中寻找“两弹一星”精神的印记

活动一：发布学习任务单，按照场馆展出顺序进行参观，并

完成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1. 比对“历史抉择”展厅中对原子能的科普和“激情岁月”展

厅中写给朱光亚的信，感受并写出信件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差别。

2. 欣赏“勇攀高峰”展厅中的实物和景观模型，想象自己作

为“两弹一星”工程的工作人员，自行组织材料撰写一篇说明工

程进展和科研人员状态的报告。

3. 参观“东方巨响”展厅的幻影成像内容，如果你也是这一

时刻的见证者，运用消极修辞描述场景，再运用积极修辞谈论感受。

4. 阅读“化剑为犁”展厅中书信和报刊文件，找出其内容与

展厅名称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历史知识对原子弹的研发得到这一

结果进行评论。

任务三：在思辨中明晰“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

活动一：观看话剧《永怀之歌》，结合在“东方巨响”展厅

收获的喜悦，感受原子城这片土地上的喜与忧。

活动二：自愿组成小组，组织设计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并产

出项目成果。（例 1：结合郭永怀先生的事例，在工厂里上演一

出郭永怀与同事共同工作的短剧。例 2：结合原子城的环境资源，

探访周围居民，访谈对原子城的看法。）

活动三：回到学校教室中师生共同观赏学生所产出的成果并

进行评分。结合学生对原子城的作品创作内容、访谈结果报告、

郭永怀先生的个人经历等，体会在这一历史时代下欢乐与悲伤交

织的复杂图景，感受“两弹一星”成果的来之不易，并就“两弹

一星”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展开辩论。

（二）原子城展览叙事方式调整方案

1. 叙事完整性调整方案

展厅以线性叙事顺序进行，但仅涉及展馆内部。原子城馆外

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包括有“纪念馆建筑风格”“纪念馆周边

园地”“海北州生活区域”也属于具有重要意义价值的红色教育

资源。展馆外的观览项目则较为自由。因此，促进展览馆叙事过

程向现实生活延伸，可以尝试设计额外的展出板块。

“故地拾穗”板块：该板块设计依托于纪念园内已有的环境

资源“596 之路”、诸多雕塑等，借用雕塑、路名等元素背后所

独有的故事，引发游客的深度思考和感触。这一板块需要向参观

者说明：“虽然场馆内按照时间顺序的线性展览序列已经结束，

但此过程中一些零散的故事及其背后的‘亲情’‘友爱’‘团结’

等议题仍然在生活场域中延续”。参观者感受此类零散的发人深

省的独立故事，将其主题与自己的生活相联系，对“两弹一星”

精神的当代价值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沧海桑田”板块：该板块设计依托于纪念馆外的广阔生活

区域，比如体育馆、酒店、餐厅等海北州的现代化生活场景。旨

在“故地拾穗”板块之后，为参观者进一步搭建原子城纪念馆教

育内容与自己现实生活的连接。该板块通过建设原子城主题酒店、

原子城主题餐厅、改造西海镇生活区域等方式，将原子城纪念馆

中的红色教育元素拓展到展览馆、展览园区以外，贯穿红色旅游

始终。在游客观览过程中或游玩过程中仍然能够体会到历经百年，

“两弹一星”工程保障下的祖国蓬勃的发展。

2. 叙事直观性调整方案

历史抉择展厅的展览手段调整：该展厅的科普区域为系统的科

学知识，然而图片和文字性质的知识普及代入感有限。作为整个展

览的基础知识导入部分，在该部分可以加入例如核裂变的模型以及

清洁能源核电站沙盘等类似实物资源，优化学习过程中的直观体验。 

激情岁月展厅的展览手段调整：该展厅主要对建设者对厂房

的艰苦建设过程进行表现，采用了实物模型和情境创设的方式进

行重现。而游客对艰苦卓绝的环境没有直观的体会，难以体会其

中的困难之处。在该部分加入 VR 体验设备并在其中装载有模拟

荒漠环境的软件，有助于让游客对其自然条件进行体验。同时，

根据“激情岁月”主题，可以着重渲染其中的环境氛围，通过播

放较为高亢的伴随劳作音效的背景音乐，以促进游客的情境体验。

化剑为犁展厅的展览手段调整：该展厅的资源主要为信件和

文件，而根据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信件往往不容易吸引参观者主

动阅读的兴趣。可以在文字材料旁边放置复古电话式样的播音设

备，播放文字材料的朗读音频，辅助参观者进行阅读，同时进一

步提升审美体验。 

图 1 青海原子城展览叙事方式调整方案总体示意图

总的来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有“主题宏大”“省内首位度

高”“发展独立”“与语文课程适配性强”的特点。从语文教育

的视角进行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一定前景，可以通过设计馆

校合作语文课程和展览叙事方式调整两个方法进行。过程中需要

考虑课程设计或展览叙事方式设计与场馆内外环境和现实生活情

境的联系。研究给出的具体方式仅是用以交流与讨论的一种范式，

不同视野、目的下的红色资源开发与利用将会有更为丰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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