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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
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研学旅行已经
纳入全国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广东、浙江、
江西等地因地制宜建设了一批研学基地，制
定了研学的具体实施意见。

“双减”背景下，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身
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研学让孩子走出教室，探
索自然，接触社会，通过实践体验达到“知行
合一”，这种教育形式受到了许多家长和学生
的欢迎。。

在茶研园里参与茶叶的生产过程，徒步
森林认识生物多样性，在果园里撸起袖子耕
地翻土……近日，江西省南昌市湾里管理局
第三小学300余名学生走进梅岭研学小镇开
展“红色、古色、绿色”三色文化研学活动。今
年这里已接待当地研学团队8万人次，预计全
年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研学团队20
万人次。

在四川省成都市凤凰山体育公园，孩子们

不仅可以观光游览，还能学习大型场馆建筑知
识，在场地中央参加体育活动，站在只有运动
员才能到达的位置体验升国旗、奏国歌，在专
业的新闻发布厅担任“小小新闻官”、模拟小记
者……6月1日，一场“儿童节体育研学”是凤
凰山体育公园给孩子们准备的特殊礼物。

在广东，科普类研学比如参观港珠澳大
桥，乡土民俗类研学比如体验农耕劳作，历史
文化类研学比如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直是
热门之选。稻喜文化旅游发展（广州）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冯志威说，他们在广州市从化
区良口镇米埗村结合乡村振兴，打造乡村民
俗文化体验和非遗传承研学项目，一个小村
庄今年累计接待近万名中小学生。

浙江文旅机构相关人士透露，浙江今年
“五一”期间省内亲子游中四成以上为周边研
学项目，涉及红色之旅、宋韵文化、乡村振兴、
山海协作等多个主题，其中亲近自然和文博
探秘类项目尤其受欢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期，在文旅行业
加快回暖、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暑假来临的背
景下，研学旅行受到中小学校、学生和家长的
欢迎，成为旅游市场一大亮点。

一头连着课堂，另一头连着自然与社会，研
学旅行让学生们开阔眼界、收获成长，不失为一
种寓教于乐的好方法。今年以来，研学旅行市场
表现出更加强劲的增长势头。红色研学、科技研
学、乡村研学……随着市场的发展壮大，研学主
题越来越丰富，研学范围也愈发广阔。

然而，在研学旅行市场日益扩大的同时，
也出现了准入门槛较低、运营水平良莠不齐、
收费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还有些研学旅行产
品缺乏专业性、流于形式，存在“游有余而学
不足”的问题。

研学旅行同时具有教育和旅游属性，优
质的研学旅行应当是“学游并重”的旅行产
品。这也是它与其他种类的旅行、课堂教学相
比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对于研学旅行主要的
服务对象学生和家长来说，最重要的也正是

“研学”二字。若学生仅仅是“到此一游”，就失
去了在游览中学习、在体验中思考的“研学”
本质。因此，要改变“游而不学”“学而不研”的
现状，需要深度挖掘研学旅行的内涵，真正做

到“寓教于乐”。
研学旅行市场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包括基地建设、线路设计、师资配备、课程开
发、安全保障等各个环节。从目前行业发展状
况来看，研学旅行市场亟待整合完善，形成有
机整体。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统一的
标准，对研学旅行进行专业严格的政策指导，
以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促进服务机构
良性竞争。

进一步来说，在教育模式创新方面，有能
力的中小学校可以将研学旅行作为社会实践
内容，纳入教学计划。在产品开发方面，研学
旅行运营机构可以与专业研究机构合作，保
障课程设计、研学地点的选择更加科学合理。
在基地建设方面，则需要文旅等相关部门把
关，以规范接待资质和标准，强化安全保障。

提高研学旅行的水平和质量，关乎旅游、
教育等行业的发展，更关乎孩
子眼界的开阔、学习能力和方
法的培养，以及兴趣和潜能的
激发。期待随着相关政策的逐
步完善，研学旅行能够真正体
现“学游并重”，为孩子打造一
片新的学习天地。

随着研学的热度越来越高，也吸引了旅
行社纷纷开展研学业务。行业迅速扩张下，研
学项目随意定价、研学内容“名不副实”、从业
人员缺少资质、学员安全无法保障等问题纷
至沓来。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认真做好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要
求对培训机构和个人以“一对一”“住家教师”

“高端家政”“众筹私教”以及研学、夏令营等
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问题进行集中整
治。各地要加强暑期非学科类培训价格监测，
引导培训机构实行明码标价、合理定价，对违
法违规收费行为，特别是借暑期之机肆意涨
价的做法，联合发展改革、市场监管等部门进
行严查。全面加强预收费监管，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监督检查和重点抽查，严防“退费难”“卷
钱跑路”等问题发生。

“但是，‘只旅不学’‘游而不学’的问题，
还在研学旅行中普遍存在。这让研学旅行的
价值大打折扣，要让研学旅行发挥促进学生
综合素质发展的作用，必须坚持研学旅行的
教育性与公益性原则。”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
长熊丙奇表示，健康推进研学旅行活动的开
展，需要形成全社会的合力，不管是以学校为
主体还是以校外机构为主体进行的研学活
动，均要强化监管。“另外，社会层面也可为学

生进行研学旅行，提供更多的公益性活动场
所，减少家长对学校、校外机构研学活动的依
赖，开展自主性研学旅行活动。”

“各省市已将研学实践教育评价结果逐步
纳入学生学分管理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因此，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评
价机制十分必要。”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
省研学旅行协会会长吴颖民说，学校要在充分
尊重个性差异、鼓励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对学生
参加研学旅行的情况和成效进行科学评价。

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多的研学质量不高、
流于形式、价格不透明等问题，一些地方已经
探索出了管理机制。江西省新余市制定了中
小学研学实践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公开遴选、
家委会监督等机制，促进研学机构良性竞争，
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研学服务。7月11日，北
京市文旅局发布暑期出行温馨提示，其中也
提到，要注意研学旅行主体是否有打资质“擦
边球”的情况，如果是选择旅行社提供的研学
产品，按照《研学旅行服务规范》的要求须提
供研学旅行产品说明书，其中必须要有研学
旅行安全防控措施、研学旅行教育服务项目、
评价方法以及未成年人监护办法，既要保证
参与旅行的未成年人的安全，又要保证研学
的内容和质量。

（综合中新网、新华社、《科技日报》等）

低至100多元的一日研学，高到近9万元
的国外插班研学，打开某在线服务平台，各种
研学项目应有尽有。

某旅游平台研学华东业务负责人表示，
这个暑期，主打历史人文、户外自然、科学技
术类的研学产品最受欢迎。从产品时长上看，
以景区/展馆主题一日游和长线多地5至9日
游的产品最为热销。从价格上看，多日游产品
人均价格在6000元左右，较2019年暑期的
价格有两成左右涨幅。

不过，仔细比较这些研学旅行，很多项目
在行程设置上大同小异，如去草原研学，多是
感受游牧文化、享受草原美食以及参观牧民
家庭等。但类似的项目，在收费上却高低不
一，有些低至几千元，有的高达上万元。

据家长反映，部分研学旅行在标注的费
用之外，还会有额外费用。如，某研学
机构开设的北京励志研学营收
费4980元，但从居住地到北
京营地的费用需要自付。

一些学校也会组织
研学旅行，虽然遵从自
愿原则，但有学生在社
交平台表示，“收费太
贵，纠结要不要去”。在

其晒出的图片中，显示北京研学6天的费用要
6580元。这种研学旅行甚至引发了一些学生
的焦虑。乐乐来自山东某县城，虽然很想参加
学校组织的研学旅行，但考虑到费用最终还
是决定放弃。

尽管不少学校都为研学活动设置了主
题，还有学校提前编写制作了研学手册，要求
学生围绕特定的研学主题进行实践。但在实
际过程中，不乏学生将研学几乎等同为“春
游”“野炊”等，甚至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玩手
机、打游戏。

此外，即使花费几千元参加了研学旅行，
结果也可能没想象得那么美好。

一些研学旅行，虽然打着学习的名义，但
从行程看，仍以游为主。在路线设置上，甚至和
旅行社推出的普通旅游线路无明显区别，研

学地也只是“走马观花”式参观。同
时，由于当前研学机构鱼龙混

杂、水平参差不齐，
较差的服务体验，
也让部分家长直
言：“与其报名
研学，不如自
己带孩子玩
一圈。”

近年来，研学作为一种新的校外非学科教育形式，逐渐受到家长的

认可和追捧。暑期来临，又到了“神兽出笼”的时候，为丰富孩子的暑假生

活，许多家长为孩子报名了研学旅行。市面上的研学旅行种类繁多、各有

特色，当然也存在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不少家长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花

费只换来了“游而不学”，甚至还遭遇过讲解人员良莠不齐、孩子安全无法

保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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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石景山区推出4条暑期研学普法线路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北京市石景山团
区委近日发布4条“游美景·未成长”青少年研
学实践普法线路，将“沉浸式”普法融入暑期研
学活动中，帮助青少年系好第一颗“法治扣子”。

据了解，石景山区暑期研学普法线路共分
为“薪火相传”“冰雪体验”“关爱成长”“启智润
心”4个主题。石景山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4条暑期研学普法线路是团区委在深化与
公检法司教等单位交流合作的基础上，立足区
域优势、整合社会法治资源精心设计的。在组
织开展研学实践的同时，活动还将通过讲座、
宣讲等形式开展普法教育，讲授青少年安全自
护知识。 （《北京日报》王琪鹏）

贵州贵阳市：
打造14条精品研学路线

7月4日，在陕西西安市举行的“爽爽贵阳
避暑季大美之城迎贵客”2023年贵阳贵安避暑
季活动推介会上，贵州省贵阳市教育局向现场
老师、同学们推介“山地英雄会”·真心英雄研学
季14条精品研学实践活动路线，诚邀大家到筑
城享受清凉一夏，体验“行走课堂”的魅力。

近年来，贵阳市始终坚持文化“因交流而
精彩，因互鉴而丰富”的理念，围绕“山地英雄
汇”研学品牌，结合贵阳市人文历史、地质地
貌、民族风情和自然生态等独有资源和各类国
家级研学教育基地教育优势，以英雄谱系中的

“山地文化”“阳明文化”“红色文化”“三线文
化”“当代伟大工程文化”等5个维度为主题，
设计研发了14条丰富多彩的暑期研学路线。

（贵阳网丁明雪李佳旭）

山东济南市：
发布首张中小学研学基地地图

7月4日，由山东省教育厅发起，济南市教
育局、济南市出版社、济南市学生发展指导中
心、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及济南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济南市中小学第一张研
学基地地图发布会暨全市中小学研学工作交
流会如期举行。

据了解，首张中小学研学基地地图由济南
市教育局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研学工作专班历
时3个多月，实地探访、逐个对接、层层筛选出
来。研学地图有效整合了济南市域部分研学实
践基地，地图上100多个场域，既包含了济南
市第1-4批省级研学基地，又融合了“行走黄
河 品鉴济南”研学线路等优质研学资源。

“红色点代表第1-4批省级研学基地，绿
色点代表‘行走黄河 品鉴济南’东线，粉色点
代表的是莱芜专线……”济南市学生发展指导
中心研学工作专班负责人梁勇介绍，《济南市
中小学研学基地地图（一）》分为正反两面，正
面印有济南地图全貌，地图各区县用不同色块
区别开来，每个区县上面标注了入选的研学基

地的名称。反面对“行走黄河 品鉴
济南”研学实践活动课程、济南新
七十二名泉、济南市第1-4批省级
研学基地等进行了详细介绍。

（据《济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