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实验目的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本科生公共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的配套实验课程，实验

以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虚拟仿真为主题，旨在真实再现大青山抗日游

击根据地的历史事件、人物、地点和战斗场景等，创新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掌握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峥嵘岁月，深化对新民主主义

革命核心理论的认知；彰显党史资源的独特教育价值，培育学生历

史主动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青春活力。具体可细化为以

下几个关键点：

（一）通过VR呈现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主要

战役、英雄人物、历史贡献等内容，生动还原当时的历史事件、人物、

地点和战斗场景等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相符的实际情况，确保历史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和细节，可以使

学生更全面地了解那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到他们为了信仰和理

想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例如，可以详细描述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奋斗历

程，他们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智慧，以及他们在面对生死

抉择时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同时，还可以探讨当地民众对革命事业的

支持与参与，了解他们是如何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坚

定地站在革命者一边，为他们提供帮助和保护。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和

细节，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从而大大增强其感染力和吸引力，

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生动。

（二）通过虚拟现实（VR）教学手段，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掌握和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这种创新的教学方法不仅能

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帮助他们更直观、更生动地理解历史事件

和人物。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亲身体验历史场景，

从而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此外，VR教学还能显著提高学生的

信息素养。通过VR技术，学生们不仅能够学会如何高效地搜集和筛选历

史信息，还能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利用VR技术重现历史

场景，让学生在沉浸式虚拟环境中进行实战演练与决策模拟，从而有效

提升其实践操作与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

（三）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的教学方式，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

地体验到革命先烈们英勇无畏的战斗历程和崇高的革命精神。这种沉浸

式的体验能够极大地触动学生们的心灵，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

和民族自豪感。学生们不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能深刻理

解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及其深远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学

生们能够更加生动地认识到自己作为新时代青年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

光荣使命，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有效解决思政课传统实践教学困境：应对历史场景再现难题

、红色资源分散、学生数量庞大、现场组织难度与成本高昂、安全风险

显著等挑战，确保实现预期教学目标。

二、预习要求

1.认真阅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3 版）第六章 中华民族



的抗日战争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3

版）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2.阅读有关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书籍，掌握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的历史沿革、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贡献以及铸就的大青山精

神。

3.认真阅读仿真软件介绍。

三、实验原理

（一）建构主义理论

该理论强调学习过程是学习者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对知识信息

进行积极主动的选择、加工、分析、处理和掌握的过程。

案例：基于该理论，在VR教学环节，借助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虚拟

场景，学生通过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主要战役、

英雄人物、历史贡献等知识信息的主动筛选、采集、理解，在视、听

、读、唱中主动建构起“全面抗战爆发的背景下，八路军坚持敌后抗

战，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基础知识认知和理解体系，为学生掌

握大青山抗日史实与学习领悟大青山精神奠定认知基础。

（二）任务驱动理论

该理论通过“任务”来诱发、加强和维持学生的成就动机。

案例：在VR构造的虚拟环节，真实还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

地的真实场景，通过设置主线任务，让学生控制虚拟人物在各个

场景中，通过完成任务同时又能够了解各个场景的历史史实，使

得学生需要根据已有知识和主客观历史条件，依次通过等多个任



务关卡，才能获得相应得分，继续前进。通过该任务，进一步强

化学生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的认识。

四、实验内容

实验内容包括教学目的、教学前瞻、模拟仿真、联系答题四

个模块，具体如图所示。在基础知识学习模块，用户通过“四个

一”，了解战邮的特殊使命，并完成在线知识闯关，生成环节小

结；在虚拟仿真模块，以任务驱动方式，运用所学理论，解锁微

山湖、鲁西平原、平汉线等虚拟场景中的若干关卡，根据每道关

卡解锁方案的不同获得不同的得分，学生可采取多次实验，选取

最优方案，学生运用“相机”工具拍下精彩瞬间，记录随感，生

成环节小结；在拓展创新模块，收齐重走战邮路实验环节的照片

和记录，生成战邮精神图谱，并撰写战邮精神当代价值及其传承

的体会。最后生成的实验报告，操作成绩、闯关成绩、知识问答

成绩外，还有拓展创新成绩，学生互评成绩，提高了学生的探究

式自主学习能力。



五、实验步骤

步骤 1.观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纪录片：通过观看纪录片，将

学生带入新课，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本门课程的历史背景与

学习目标、学习内容等。

步骤 2.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步入虚拟仿真世界，学生将化

身为游击队队员，在身临其境的互动中，深入探索大青山抗日根

据地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学生对大青山抗日

史实的认知，而且能够让学生更深刻地领悟到了大青山精神的内

涵与力量。

步骤 3.大青山精神探讨：让课堂上的学生围绕大青山精神，谈

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并思考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大

青山精神。

步骤 4.练习答题：通过在虚拟世界中的互动学习，让学生完成

虚拟仿真的课后习题，进一步巩固课堂所学知识，从而加深学生

的印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步骤 5.最终成果提交：确认并提交任务，学生互评，系统生成

实验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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