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铭记粤北烽火历史、赓续华南教育精神”研学之旅 

活动邀请港澳师生学生走进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追寻粤港澳同根同脉同源的

共同历史（1938年至 1945 年抗战期间，因战争影响从广州、香港、澳门三地辗转搬迁

到粤北韶关办学，粤北成为抗战时期的教育中心）。通过“华南教育历史追溯、粤北

生态保护、丹霞地貌科普”等多元化的特色研学课程，铭记粤北烽火历史，赓续华南

教育薪火，感受华南研学精神。 

一、日程安排（6 天）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间 住宿 

3/7 

一 

8：30-12：00 

-在途 

-入住酒店 

15:00-17:00 

-开营仪式（韶关学院） 

1.欢迎与活动介绍； 

2.华南教育历史讲座。 

17:00-17:30 

-参观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

学展厅 

19：00-21：00 

-破冰活动 

酒店 

4/7 

二 

8:30-10:00 

-韶关前往乐昌坪石 

10:00-17:00 

-实地走访乐昌坪石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 

1.武阳司法学院旧址走进“亚南书舍” 

2.三星坪工学院旧址工学实验课堂 

3.坪石老街定友图书馆设计课堂 

19：00-21：00 

-小组分享 

5/7 

三 

9:00-12:00 

-韶关前往犁市 

9:30-11:00 

-实地走访犁市大村华南教

育历史研学基地 

11:00-12:00 

-浈江区油茶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 

学习茶油制作工艺，了解

乡村振兴相关产业链 

14:00-17:00 

-华南教育历史主题陶艺

制作 

 

19：00-21：00 

-小组分享 

6/7 

四 

9:00-11:00 

-韶关学院文化体验 

1.游览美丽校园，校内定

向越野 

2.参观英东生物与农业学

院实验室，体验压花艺

术，制作压花书签 

14:00-17:00 

-韶关前往仁化丹霞山 

1.阅丹公路生态修复及乡

村振兴战略下新农村建

设调研 

2.漫步丹霞日落 

19:00-21:00 

-天文讲座及户

外观星 

7/7 

五 

9:00-17:00 

-考察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山 

1.地质之美：丹霞地貌科普主题讲座与沉积实验； 

19:00-21:00 

-结营晚会及研

学证书颁发仪



2.丹霞山植被群落调查 

3.丹霞山鸟类与昆虫多样性调查及生态位分化研究 

式 

8/7 

六 

9:00-11:30 

-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研学 

14:00 以后 

-结束活动，返程 

 

（日程以抵韶后派发作准） 

二、相关课程和参观地点介绍 

（一）韶关学院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展厅 

为传承和弘扬华南教育先贤在抗战烽火中教育救国和读书报国的精神，我校充分

发挥地缘优势和学科专业、学者专家、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在韶乐园明德区蔡志明楼

一楼大厅左侧建成了华南研学展览厅，全力打造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活动“出发地”

“宣传地”“实践地”等三个“研学高地”，助力南粤古驿道和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

地宣传推广，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华南研学展览厅占地约 100 平方米，由图片展、美术作品展、人物雕塑展、研学

成果展四大展区构成，展示了多幅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的珍贵图片及相关资料，多幅先

师故事素描、油画和版画作品，呈现了部分先师雕塑和故事以及论文集、音像视频、

文创产品等多项研学成果，展现了学校在建设“华南教育历史研学资料库和数据中心

第一高校”“华南教育学科史研究第一高校”“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学校联盟第一高校”

的优良成绩和丰硕成果。 

 

 

（二）乐昌坪石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 

坪石地处广东、湖南交界，交通便利，有武江穿城而过，粤汉铁路在其西南约 4

公里处经过。民国二十年版《乐昌县志》有记载：“梁天监十七年（公元 518 年），

分梁化县置平石县，城址在三星坪”，旧时“平”同 “坪”。1940年，抗战期间，以

中山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广州学校迁至乐昌坪石办学，使此地一跃成为华南新兴的文化

区域乃至华南的教育重镇。这里深藏着中华崛起之基因，也是华南莘莘学子的乡愁故

土。 



 
1.武阳司法学院旧址：本课程以展览“真理光芒——中国传播《资本论》最早的

课堂”为核心，围绕“野马轩”“李约瑟的问题”“最后一课”等故事，立体认识王

亚南及中大法学院群体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意义。 

 

 

 

 

 

 

 

 

 

 

 

 

 

 

2.三星坪工学院旧址：本课程以三星坪古码头及工学院旧址为课程开展场所，以

故事的方式认识中大工学院在西迁办学期间的历史和贡献，借助回忆录讲述武江两岸

的学习场景。选择代表性的工学实验，组织学生进行亲身操作并尝试作推论，模拟当

年的教学场景。旨在收获工学知识的同时，体会求学的兴味与坚持探索的成就感。 

 

 

 



 

 

 

3.坪石老街—定友图书馆：本课程从中大图书馆书籍辗转千里的曲折经历切入，

认识以杜定友先生为代表的中大图书馆守护者，体会其拳拳赤子之心。以“定友图书

馆”设计为启发，结合实际不同的使用场景及对象，尝试制作兼具实用美学与文化内

涵的图书馆设计方案。 

 
 

4.塘口村理学院旧址：本课程旨在以历史现场中重现历史事实的方式，追忆中大

西迁坪石的艰苦燃情岁月，体会中大学子抗战中弦歌不绝、坚持理想的精神。选择有

代表性的坪石先生及坪石往事为蓝本，开展情景剧表演，以角色代入体会，坪石先生

的气节与风度。 

 

 



 
 

（三）犁市大村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主要位于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大村村辖域内。

村内有古道遗存，古道东北可接南雄梅关古道、西北可接乐昌秦汉古道。基地主要以

私立岭南大学、私立东吴大学、广州协和神学院及私立岭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办学遗址、

旧址、遗存为载体，展现在内忧外患的岁月里，一众师生延续华南教育的光荣传统，

以及诸多大师们在极其艰苦的岁月中的坚守与坚韧。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后，岭南大学在香港借用香港大学校舍复课。1941 年底，

香港沦陷。当时的农学院院长古桂芬认为，广东沿海富庶地区已沦陷，因此发展大后

方的农业生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力主农学院迅即迁入内地，以促进内地农业生产，

支援抗日战争。这一观点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赞同。 

 

 

（四）浈江区油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浈江区油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下称“产业园”）是 2019年第二批广东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位于浈江区北部，包括犁市、花坪、十里亭三个镇，产业园现有油茶

面积 1.6万多亩、鲜果产量 1.5万吨，油茶种植面积及产量均超过全区的 90%。以“油

茶产业园”为牛鼻子，延长油茶加工链，挖掘油茶文化内涵，实现乡村振兴一揽子目

标，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优势，大力支持产业园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区域的

创建工作，同时加快产业园建设进度。 



山水相傍，茶香满溢，万亩茶海翠浪起伏，一望而无际……置身于韶关市茶花森

林公园的万亩连片油茶林基地，农业的壮观和自然景色尽收眼底。如今，韶关浈江区

茶花森林公园多了一个身份，作为省级油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建设区，他正发挥着

联农带农、脱贫致富的乡村振兴“新技能”。 

 

 

（五）韶关学院英东生物与农业学院压花艺术 

压花艺术是融合植物学、环保学、美术学于一体的艺术，是植物科学和艺术相结

合的产物。压花艺术真实、质朴；有益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是一种“天人合一”

的艺术。 

2013 年韶关学院在园林、园艺专业作为专业选修课程开设“压花艺术”课程，并

2016年在全校作为公共选修课开设，受到大学生的热烈追捧，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该课程的开设为学校培养实用型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成为韶关学院一门重

要的特色课程。 

 

（六）阅丹公路 

阅丹公路，“最美乡村公路”也是韶关人民的“网红公路”，从丹霞山景区到韶

关城区的良村附近，约有 54公里的长度。通过先后实施村庄整治提升建设，公路串联

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瑶塘村、省级古村落夏富村、牛鼻村等多个美丽乡村风貌示范

带，成为了穿越丹霞山的最美赛道，带动了乡村振兴发展。 

 



 

 

（七）丹霞山 

韶关丹霞山是世界丹霞地貌的命名地，总面积 292 平方公里。2004 年入选全球首

批世界地质公园，2010 年加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全世界已经发现的 1,300 多

处丹霞地貌中，韶关丹霞山是发育最典型、类型最齐全、造型最丰富、景色最优美、

研究最充分的丹霞地貌集中区。在地层构造、地貌表现、发育过程、内外营力作用以

及自然环境、生态演化等方面的研究在丹霞地貌区中最为详细和深入，丹霞山已经成

为中国和世界丹霞地貌科学研究基地及科普研学教育基地。 

 

 

（八）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 

韶关是红军长征时途经广东的主要地区，这里留下了许多光辉的战斗足迹、红军

革命遗址和丰富的精神财富。目前韶关有革命旧址、遗址、纪念设施 502 处，是全国

20 个“我心中的长征纪念地”之一。毛泽东、邓小平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留

下了光辉的足迹，红色资源集岭南地区之大成。城口镇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是目前为

止广东省内唯一以红军长征为主题的纪念馆。该馆充分运用声、光、电、VR 等现代新

科技手段及油画、雕塑等艺术表现手段来展现红军长征经过粤北的历史事件和粤北红

色文化历史。乐昌市坪石镇曾是岭南第一镇，工农革命军在坪石开创了以少胜多的光

辉战例——坪石大捷给敌人沉重的打击，是南昌起义部队转战广东取得的第一次完胜。

陈毅在梅岭开展游击战时，留下著名的《梅岭三章》。 



 

 

三、活动详情 

⚫ 参与院校：港澳高校。  

⚫ 招募人数：83 人 

⚫ 韶院参与师生人数：18 人 

⚫ 住宿安排：在韶关市区期间入住韶关学院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大楼或市区酒店；在仁

化期间入住当地酒店。房间内配备有基本日常用品。 

⚫ 心得感想：活动结束后，每位同学都需提交一份心得感想报告，内容包括文字（不少于

800 字）以及精彩相片，由各小组负责人收齐，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前交回韶关学院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 

⚫ 保险：韶关学院将为每位参加者购买短期旅游意外险，请在名单中提供准确并完整的个人

信息，用于购买保险。 

⚫ 温馨提示：可自备转换插头；行程中涉及多项户外运动类活动，建议带好运动着装；可备

少量人民币现金，以应付到韶后的个人需要。 

四、交通及接送安排 

⚫ 接团：因项目有若干所港澳高校共同参与，我校将派员赴深圳北/珠海拱北口岸集合团队。 

⚫ 交通安排：“万人计划”项目规定港澳高校师生自行支付城际交通费用。考虑到旅程的便

捷性和舒适性，我校可协助委托中介机构提前统一购置高铁票，相关高铁行程及参考价格

如下（需要 10 元/张的手续费）。同学们也可以自行购买高铁票（无需手续费）。 

本

次

活

动

中

的

其

他

行

程

，

将由主办方统一安排乘坐旅游巴士。 

往 站点 日期 车次 列车时间 票价 

香港 

香港西九龙站—广州南站 

（二等座） 
7 月 3 日 G306 9:48-10:46 215 元 

广州南站—韶关站（二等座） 7 月 3 日 G6112 11:10-12:01 104.5 元 

澳门 珠海站—韶关站（二等座） 7 月 3 日 G338 10:15-12:06 174 元 

返      

香港 

韶关站—广州南站（二等座） 7 月 8 日 G6107 14:17-15:13 104.5 元 

广州南站—香港西九龙站 

（二等座） 
7 月 8 日 G407 16:01-16:53 215 元 

澳门 韶关站－珠海站（二等座） 7 月 8 日 G6107 14:17-16:16 174 元 



⚫ 例外情况：当遇到高铁票紧俏或无高铁线路等情况时，可能改为统一租用旅游巴士进行城

际接送，费用由乘车人员平摊。一般而言，人均旅游大巴的费用与高铁二等座票价持平或

略低于高铁票价。 

⚫ 付款方式：高铁票/旅游巴士由韶关当地中介机构代订/代为安排，同学们到达韶关后，以

人民币现金的方式将票款交还中介机构负责人即可。旅游巴士费用的发票以院校为单位开

具。 

⚫ 改签：按铁道部最新要求，改签需持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因此一旦购票即无法代为改签。

我校在收齐港澳高校报名名单后，便会着手购票事宜（大致为出行前 1-2 周），因此在名

单确定之时便要确定好相关的行程安排。临时改签的同学需要支付全额票款的损失。 

⚫ 退票：按铁道部最新要求，退票需持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因此一旦购票即无法代为退票。

临时取消行程的同学需要支付全额票款的损失。  

五、联络及方式  

韶关学院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办公：+86-751-8120781             传真：+86-751-8120203 

交流合作科科员 余林莹（Lynn Yu） 

电邮：yulinyingyy@163.com       手机：+86-198-4948-4066 

港澳台事务科科员 吴淑意（Elise Wu） 

电邮：wsy2016elise@163.com       手机：+86-134-2057-6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