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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研学游的出现，既可以视为旅游市场的
一种细分，同时意味着家长对孩子旅游的要求更高
了，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让孩子单纯游山玩水，而是
希望寓教于乐、寓学于游。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期
待，研学旅游更需要规范发展。

“每年暑期研学游是必选项，我们设计线路的核
心目标就是让孩子能学到知识、增长见识。研学游本
是孩子们在课本外学习‘活的知识’的重要途径，但研
学游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收费不透明、行程不科学、
缺乏教学深度等问题，有的研学项目甚至变为‘观光
打卡’。”一位学生家长坦言。

银川市唐徕中学教师马利说，从学校角度来看，
研学并不是其主要的教学任务，缺乏评价机制。只有
规范研学旅游市场、合理安排研学内容，才能让参与
其中的中小学生实现在游中学、于行中悟，真正享受
到研学旅游带来的乐趣与知识，这既需要教育部门的
引导，也需要市场监管和文旅部门的共同参与。

“由于普通导游不熟悉教育，学校老师不熟悉旅
行，指导研学旅行的效果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研学
旅游市场还缺乏符合标准的研学导师以及研学活动
教育评价标准，一些家长和学生不了解研学旅行及其
价值，导致全面推进研学旅行受到影响。”段雨彤说。

自 2008年起，贺兰山岩画景区率先在全国
发起了岩画社会化教育，相继开展了岩

画知识进社区、岩画科普进学校、岩画公民化教育等
岩画文化普及活动。经过短时期的实践，随即探索出
了岩画教育从“走进学校”向“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
升级转变。贺兰山岩画景区负责人段丽青说，研学游
既要合理规划、创新产品，也要精准研学、精准营销，
打造特色研学基地，软硬件同步提升，下一步研学教
育工作，要在巩固好现有研学成果基础上，不断探索
创新研学教育新模式，研发研学教育新产品，增强研
学教育群体的“回头率”，扩大研学教育“受众率”，在
全国研学旅游行业争做排头兵。

研学旅行并非新兴行业。2016年，教育部等11部
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研学
旅行已经被纳入全国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

今年 4月，自治区教育厅发布公示，命名黄沙古
渡国家湿地公园、宁夏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西
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园等 79 家单位为研学基
地，助力研学旅游发展。

当前，旅游需求猛增，暑期旅游特别是研学旅行
火爆，对经济复苏意义重大，既符合国家政策，也满足
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如何让蓬勃发展
的研学旅行更加规范，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所谓研学，重点自然应该落在研和学上。我们
让孩子参与研学游的初衷，就是希望孩子在游中
学、在学中游，既能不断开阔多学科的视野、丰富感

知能力，也能在实践中锻炼沟通交流、自主思考、动手
协作等多方面的能力，这原本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但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研学游大多是旅行社在‘吆喝’，
广告打得很吸引人，实践层面却存在着服务低门槛、
课程不规范、师资无保障、管理缺体系等问题。而研
学路线设置上，和一般旅行社推出的旅行路线没有什
么明显区别，价格却是普通旅游团的 2至 3倍。”曾组
织孩子参与过研学游活动的市民王先生表示，要解决

“只游不学”“游而不学”的问题，让研学旅行真正实现
应有之义，应该在研学旅行中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
设置专业的课程内容，同时制定标准化的运营规范，
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多方共同发力。

“要在研学旅行中帮助学生们学知识、长本领、有
感悟，还要确保孩子们学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同时
更要保障全程安全，而实现这些目标殊为不易。无论
是学校老师还是导游，想做一名合格的研学旅行指导
师，事实上很不容易。”一位接待过研学游旅行社的银
川某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学旅行指导师在研学
旅行中至关重要，要具有教师和导游的双重职能，既
要善于研学辅导，又要善于旅行组织。但目前研学旅
行市场上由于人才匮乏，人员素质和教学经验参差不
齐。“目前对我们而言，只能由导游针对景区的一些情
况进行讲解，有些家长会认为这样的方式过于粗浅，
达不到‘研学’的目的。”该工作人员说。

“路线设置上和旅
行社没什么区别，价格
却是旅游团报价的 2 至
3 倍！”业内人士的一句
话，对当下一些看似繁
荣的暑期研学游表达了
担忧。

研学游开创了“教
育+旅行”的全新模式，
让孩子既读万卷书，也
行万里路，见世面、长学
问、强本领。然而，不少
研学游“爆火”的背后却
有不少隐忧，“研”而不

“游”、“游”而不“学”，敷
衍了事、价格虚高，有的
甚至存在安全隐患等问
题。由此，一些业内人
士呼吁，别让研学游成
了“到此一游”。

折腾一圈下来，拍
了一堆打卡照片，孩子
没有学到东西，家长没
有达到期待，只有举办
方是赢家。一个孩子有
没有见过世面，不是看
他去过多少国家，打卡
过多少景点，而是看他有没有见
过世界的多样性，拥有开阔的
思想，独立的灵魂。

与其“开盲盒”似地赌在
各类研学项目中侥幸中彩，不
如相信教育机构和正规研学基地
的公益良知。像固原学子 20 多年
如一日徒步 54 公里去烈士陵园祭
扫，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吃苦耐劳
精神。平罗四中的首府研学游，没
花多少钱却成果丰硕。黄沙古渡、
稻渔空间、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
纪念园等 79 家单位研学基地，具有
人文、历史等独特资源，还配备专业
导游等技能人才。

同时，家长主动提高自己的知
识储备和陪伴孩子的耐心，也很重
要。陪孩子去公园观察飞鸟鱼虫、花
草树木，可亲近自然，培养孩子的探
索精神；在家里看科幻片、纪录片，会
增长见识，激发孩子的奇思妙想；到
体育场跑步打球，既锻炼了身体，又
可提高孩子的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

孩子的成长，家长责无旁贷。
花再多钱去过再多地方，孩子没能
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徒呼奈何？
高质量陪伴和以身作则引导，能让
孩子眼里有榜样，心里有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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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游”兼得，让研学游叫好又叫座
本报记者 王 刚 尚陵彬

暑假期间，校园考察、文化体验、海外夏令营等中小学生研

学游种类繁多，再加上一系列利好政策，研学游迎来了又一个

风口。随着研学旅行持续升温，“只旅不学”“走马观花”等问题

也开始凸显。如何进一步整合资源，打造有竞争力的研学产

品，让研学旅游叫好又叫座？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旅游市场迎来“最火暑期档”。今年暑期，全
国旅游市场复苏势头强劲，旅游人次和收入齐升，
宁夏也不例外。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期宁
夏旅游市场热度有望全面超过 2019年同期，亲子
游、研学游、避暑游等成热门选择。

一座城市的馆藏，就是历史文化高度浓缩的
凝固体。讲好宁夏故事，最好的学习在路上。新
学期，从一场研学之旅开始，沿着这条路线，同学
们可以畅游在博物馆中，翻阅宁夏历史书籍、学习
前人智慧、陶冶情操，感受宁夏之美。“亲子研学是
暑期宁夏旅游市场的热门主题。”宁夏博物馆副研
究员李鹏告诉记者，随着暑假的到来，宁夏博物馆
游客持续增多，在博物馆开展的“寻根中华文明”
系列讲座，不仅吸引了众多本地游客，一些区外的
研学团也纷纷预约聆听讲座。

暑假前夕，自治区教育厅命名 46家单位为第
二批宁夏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宁夏二十
一景”中的黄沙古渡、西部影城、火石丹霞等景点
以及宁夏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隆德盘龙山

庄、青铜峡市罗记农家小院等乡村旅游点均名列
其中。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博物馆主题研学
线路 10条、长征精神研学游线路 5条、红色记忆研
学游线路 7条、感受中国力量研学游线路 3条、美
丽乡村研学游线路7条，充分发挥红色研学游在爱
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使研学旅行真正成为“行走的课堂”。

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让家长和学生对
研学旅游有了更多选择。黄河外滩国家湿地公园
是银川市唯一一家国家级重要湿地，这个暑期，湿
地公园融合“产、学、研”领域优势，整合黄河文化、
历史人文、生态保护、户外拓展等课程内容，实施

“研学+旅游+劳动教育”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我们景区通过研磨时光、创意树膜画、丛林

穿越、农耕种植、水车踩踏等研学体验课程，完善
‘五育’研学课程体系，促进研学品质服务升级。
截至目前，景区已经接待参加研学游的中小学生
近5000人。”黄河外滩国家湿地公园市场开发部副
部长段雨彤说。

“生活不止眼前的教室和书本，还有蕴含文化
底蕴的人文历史、科普教育，大自然永远是孩子们
最广阔的教室，读书须良师，行路须益友，而研学，
则能得师亦为友……”这是某旅游景区推广“研学
旅行”的宣传语。这样的广告词，很难让望子成龙

又注重素质教育的家长们不心动。
今年暑假，各地研学旅行热度飙

升。博物馆、高校、历史人文景区，随处
可见开展研学游的学生团体。然而，伴
随持续升温的研学旅行市场的，却是游
而不学、价格虚高等系列问题。

7月 24日，北京大学发布一则校友
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通报中提到，
一个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
外研学团队，借用校内 46名“线人”的账

号，“偷渡”了 139人进校园，每人收费 10800
元，合计收费约 150万元。原本免费的校园

参观名额，竟然能卖到万元的价位，这正是一些打
着“研学游”名义割“韭菜”的“黄牛”所为。

也是在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暑假经常看
到清华大学校门口有一群年仅6岁左右的孩子顶着
40度的高温暴晒几个小时排队，只是为了能在校门
口拍上一张照片。该网友称：“并不是在清华、北大
的门口或校园里拍上一张照片，就能叫做研学旅行。”

记者在某旅行平台上搜索研学项目，基本包
括历史人文、自然生态、科学探索、社会实践等主

题，价格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相较于一般的
旅游团，带上研学字样的，“身价”一般都要高出不
少。然而，当记者采访部分家长时，却总听到这样
的抱怨：“问起孩子研学的感受，除了打卡多少景
点外，真正学到了什么东西却说不上来。从效果
上看，跟普通的旅行团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银川市民张女士表示，为孩子报名研学旅行，
无非是想“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然而这种走马观
花式的体验，大概也只能让认知停留在“看过”的
层面，实际上能达到教育层面的效果微乎其微。

据了解，2016年，教育部、国家旅游局等 11个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其中提到基本原则，首条就是“教育性原则：
研学旅行要结合学生身心特点、接受能力和实际
需要，注重系统性、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为学
生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成长空间”。同时还提到“公
益性原则：研学旅行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
营性创收，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

换言之，研学旅行本身以教育为主，在学习之
余安排游览当地景点作为点缀。而当下，国内兴
起的一些研学旅行变成“只游不学”“只学不游”，
其本质是吃准了家长的心理，披着“研学外衣”搞
了一个换了名目的儿童旅游团。

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研学旅行都是“拉大旗作
虎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平罗县第四中学曾
组织 300多名七年级学生以“城市生存记”为主题
开展了首府研学游，让学生们在一天的时间里，以
每 7个人为一个小组，了解银川人文景观、文化遗
产、商圈及饮食文化等，运用集体智慧去“寻宝”，
调研银川城市特色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设定
特定话题以及采访方式，勇敢与陌生人沟通、完成
指定任务等，开展了一系列学习与社会相结合的
趣味性活动，学生们几乎没花什么钱，研学的成果
却颇为丰硕。

业内人士表示，研学旅行面向的是孩子，必须
加强对研学旅行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制定完善相
关的法律法规，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明确相关机构
的责任和义务，才能让研学游真正实现研有所获、
学有所获、游有所获，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现状 暑期研学游受热捧

警惕 研学游变成“只游不学”

期望 让“学”与“游”兼得

参加研学游的孩子对黄河外滩水车兴趣十足。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刚 摄

孩子们在贺兰山岩画景区开展“珍爱自然 保护环境”主题研学
实践活动。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让研学游的孩子对黄河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

短 评

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窑店中学师生赴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实践活动。

每到假期，研学游项目受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