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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研学是近年来教育创新与乡村振兴结合的重要实践形式。本文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以商丘市

为例，分析城市中小生农业研学的现状、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包括建立示范农场、深化农校合

作、分龄化农业研学、融入跨学科科普活动等方式，助力农业研学的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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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study tours are an important form of practice combining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6178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6178
https://www.hanspub.org/


程芝轩 等 
 

 

DOI: 10.12677/sa.2025.146178 408 统计学与应用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Shangqiu, 
we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urb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
dents’ agricultural study tours. Som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demonstration farm, strengthening school-agriculture collaboration, designing age-appropriate 
study programs, and incorporating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activities, to facilitate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study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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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鼓励中小学生开展各类校外活动，这是一条提高广大中小学学生自身综合发展素质能力的实

践新途径。而我国的研学旅行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国家、各省市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文件，但

各地执行情况有很大差异[1]。 
“双减”政策的出台也推动研学发展，但在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限制学科类培训，鼓励素质教育和实践教育，

提升了农业研学市场需求。近年来中国研学市场规模在快速增加，预计 2026 年将取得更大突破，其中乡

村研学因政策倾斜成为增长主力。国务院部署 2025 年《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

若干措施》提出“创新发展研学旅游”，要求各地整合农业资源，丰富研学供给。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明确将研学旅游列为乡村新业态，支

持建设特色研学基地。而农业研学则是以农业资源为载体，通过实践体验、科学探究等方式开展的教育

活动。随着《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等政策出台，农业研学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 
农业研学并非简单的“农田课堂”，而是以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为底层逻辑，通过农业场景构建多元

教育生态，实现知识内化、能力提升与价值观塑造的协同推进。农业研学的独特性在于，其教育价值天

然融合了“知识、能力与情感”三维目标：在劳动中重构知识体系：收割稻谷不仅是体力活动，更是综合

数学、生物、历史溯源等的跨学科课堂。在协作中塑造健全人格，让学生自然进入社会角色扮演。当学

生亲眼见证一颗种子从破土到结果的全过程，其对生命韧性的感悟远超书本描述。农业研学的重要意义，

在于以自然为课堂、以农事为媒介，构建符合认知规律的教育生态。它既尊重儿童从具象到抽象的发展

阶梯，又通过真实问题激发高阶思维；既传递知识，更塑造“知农、爱农、敬农”的价值坐标。这种“身、

心、智”的全息成长，正是核心素养时代教育变革的本质追求——让学习回归生活，让成长扎根大地。 
在上海、天津等一线城市，通过建设标准化农业研学基地帮助中学生沉浸式体验农学教育，助力城

乡教育融合，同时他们对农业研学基地也提出了更大的要求[2]。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在农业研学方面

具有天然优势。乡村地区的中小学生由于地理因素和家庭因素在农业知识方面较为丰富，反观城市中小

学生由于地理因素等的限制很少参与农业研学。基于此，本文以商丘市为例，调研城市中小生参与农业

研学现状以及农民助力农业研学的意愿，运用交叉列表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调研发现，城市中小

学生参与农业研学的力度有欠缺，学校农学教育的课程偏少并且重视程度不够。鉴于以上现状，本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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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应对策，包括建立示范农场、深化农校合作，分龄化农业研学，融入跨学科科普活动等方式，助

力农业研学的广泛开展。 

2. 调研设计 

调研对象：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商丘市中小学生 200 人，学生家长 100 人，中小学教师 80 人，

乡村居民 50 人进行调研，不同人群设计不同的调研问题。 
调查问卷的编制：学生问卷主要从学生角度了解他们对农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参与农学研学的情况、

在农业研学中获得的知识；教师问卷主要从教师的角度分析农业研学的开展情况和对他们职业生涯的影

响；家长问卷主要从家长角度了解家长对孩子参与农业研学的意见和看法；乡村居民的问卷主要从农业

科普的认知情况、参与农业研学的意愿等方面。 
调研过程：此次调研共计发放 430 份调查问卷，其中学生问卷 200 份，家长问卷 100 份，教师问卷

80 份，居民问卷 50 份。最后有效回收问卷学生问卷 189 份，家长问卷 92 份，教师问卷 75 份，居民问卷

45 份。 

3. 调研结果分析 

3.1. 中小生参与农业研学现状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tudy tours 
表 1. 农业研学开展情况 

 学校会定期开展农学实践活动 每学期一次 每年一次 不定期开展 

城市 76.84% 19.88% 35.86% 44.26% 
 

根据表 1 显示，城市学校：76.84%的学校会定期开展农学实践活动，其中每学期一次的占比 19.88%，

每年一次 35.86%，44.26%为不定期开展，整体开展覆盖范围大，开展情况好。数据印证了政策驱动下全

国农业研学发展较迅速，但农村仍需加强政策执行与资源配套，以实现“农业研学助力乡村振兴”的目

标。 
 
Table 2.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study tours 
表 2. 学生参与农业研学情况 

年龄 占比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农业研学 研学收获 占比 

9~12 54.31% 94.37% 农业知识 97.43% 

13~15 32.56% 90.52% 文化课知识 37.63% 

16~18 10.46% 84.94% 人际交往 89.52% 

19 及以上 2.67% 50.62% 师生关系 78.52% 

   人生目标 35.89% 

   道德品质 84.20% 
 

通过表 2 可以看出参与农业研学学生的年龄分层特征，参与积极性随年龄递减：9~12 岁(94.37%) > 
13~15 岁(90.52%) > 16~18 岁(84.94%)，符合低龄段学生实践教育需求更强的规律；19 岁以上参与率骤降

至 50.62%，提示需针对高等教育设计差异化研学产品。在参与研学的学生中有 97.43%学生掌握农业知

识，远超文化课知识收获(37.63%)，体现“做中学”的优势；学生的人际交往(89.52%)、道德品质(84.20%)
提升显著，说明了研学在非认知能力培养上的突出价值；但是仅有 35.89%学生认为自己获得了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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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反映了当前研学在职业引导方面的不足。 

3.2. 中小学教师参与农学教育现状 

根据表 3 可以看出参与积极性在不同性别之间存在差异，女性教师参与积极性(86.95%)显著高于男

性教师(78.55%)，可能与女性更注重实践教育和情感互动的职业特点相关。同时对于教师来说研学可以收

获到多维价值，农业知识收获率最高(97.74%~98.54%)，印证了研学作为农业科普有效载体；84.56%教师

提升教育教学知识，与“双减”后素质教育需求相契合；95.39%~97.63%的教师认为促进师生关系，凸显

研学在德育方面的独特作用。音体美教师参与度最高(47.53%~56.33%)，体现艺术类学科与农业研学的天

然亲和性；文科教师(30%)参与度是理科(9.35%~12.43%)的 2.5 倍，反映人文社科更易与农耕文化结合。 
 
Table 3.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study tours 
表 3. 教师参与农业研学情况 

性别 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 在研学过程收获 占比 您所教授的学科 占比 

男 78.55% 农业知识 97.74% 理科 12.43% 

  所属学科知识 78.09% 文科 29.76% 

  教育教学知识 84.56% 音美体 47.53% 

  促进师生关系 95.39% 其他 10.28% 

  人生发展启示 48.62%   

女 86.95% 农业知识 98.54% 理科 9.35% 

  所属学科知识 84.33% 文科 30.54% 

  教育教学知识 69.46% 音美体 56.33% 

  促进师生关系 97.63% 其他 3.78% 

  人生发展启示 50.62%   

3.3. 学校组织农业研学的现状 

通过调研大部分中小学开设有劳动教育课程，但课程内容比较传统，以课本知识或打扫卫生等为主。

个别学校在校园开辟小块土地，供学生参与农耕，进行农学教育，但学生参与度较低。具体学生、教师、

家长对学校组织的农业研学活动看法调查情况如表 4。 
 
Table 4.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agricultural study tours organized by your university 
表 4. 您认为贵校组织的农业研学有何缺陷 

问题 教师 占比 学生 占比 家长 占比 

课程设计单一 47 62.67% 104 55.03% 59 64.13% 

缺乏实践性 43 57.33% 156 82.54% 71 77.17% 

教育性不强 51 68.00% 62 32.80% 70 76.09% 

缺乏特色 62 82.67% 145 76.72% 65 70.65% 

产品雷同 37 49.33% 102 53.97% 45 48.91% 

缺少专业教师 50 66.67% 51 26.98% 36 39.13% 

管理缺失 25 33.34% 58 30.69% 44 47.83% 

参与度低 41 55.67% 140 74.07% 19 20.65% 

无缺陷 13 17.33% 33 17.46% 22 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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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展示了教师、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组织的农业研学活动缺陷的看法。主要缺陷包括课程设计单一、

缺乏实践性、教育性不强、缺乏特色等。各项缺陷的占比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普遍存在的缺陷有缺

乏特色：教师(82.67%)、学生(76.72%)和家长(70.65%)均认为这是主要问题，说明研学活动同质化严重，

未能体现农业特色；缺乏实践性：学生(82.54%)和家长(77.17%)对此反应较为强烈，表明学校开展的研学

活动主要偏理论，动手操作机会不足；教育性不强：教师(68.00%)和家长(76.09%)认为研学活动的教育意

义不足，与农业研学活动活动设计未能与课程目标紧密结合有关。同时可以看出对于农业研学的缺陷存

在群体差异，教师更关注“教育性不强”(68.00%)和“缺少专业教师”(66.67%)，反映了教师对研学活动

的专业性和教育价值有更高要求。学生最不满“缺乏实践性”(82.54%)和“参与度低”(74.07%)，说明学

生更多希望在农业研学过程中多多动手实践，希望学校可以多设计一些互动环节。家长对“教育性不强”

(76.09%)和“缺乏实践性”(77.17%)的担忧突出，与家长更关注研学对孩子能力提升的实效性有关。同上

所述，农业研学教育在诸多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早日完善农业研学教育体系推动其

健康发展。 

3.4. 乡村居民对助力农业研学的意愿度 

同时我们还通过访谈调查了农民对参与农学教育的意愿程度，为制定有效的宣传培训政策提供参考。

如表 5 所示，占比 3.63%的人非常愿意参加农学教育活动，48.51%的农民对于开展农学教育活动是抱有

期待的，愿意进行尝试，在做访问调查时受访者也提出过，农学教育活动是对农业发展非常有益的，可

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益。 
 

Table 5. Histogram of the proportion of farmers’ willingness 
表 5. 农民意愿程度 

是否希望参与农学教育活动 占比 

非常愿意 3.63% 

愿意 48.51% 

一般 46.53% 

不愿意 0.99% 

非常不愿意 0.33% 

3.5. 存在问题 

经过调研发现，本市农业研学存在以下问题： 
(1) 部分中小生农学常识缺乏，通过随机访问学生了解到仅有很小一部分的学生能通过图片正确回

答出农作物的名字，直观地表现出现在社会农学教育的缺乏。 
(2) 课程同质化，缺乏农业特色 
部分学校以劳动课、科学课代替农业教育课程，仅由教师讲解作物的生长周期和生长环境，学生动

手操作的机会较少，无法达到政策中倡导的“做中学”目标。个别校虽然组织农业研学，但仍停留在传

统的参观学习和简单的农事体验，未能与当地农业资源充分融合，难以激发学生兴趣，达到农学教育的

目的。 

4. 优化与对策 

农业研学在很多城市已广泛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见文献[3]-[5]。他们“农业 + 研学”模式通过

产业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范本。该模式不仅激活了乡村闲置土地与劳动力资源，还通过教育场景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6178


程芝轩 等 
 

 

DOI: 10.12677/sa.2025.146178 412 统计学与应用 
 

与旅游体验的叠加，形成“以研促农、以农兴旅”的经济循环，同时为青少年劳动教育提供了落地载体

[5]。在此基础上，针对本市农业研学存在问题，提出以下优化对策。 

4.1. 建立示范农场，深化农校合作 

通过打造现代化农业实践基地，让师生与农民共同参与种植管理，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与当地高

校生物与食品学院、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定期组织农技培训、经验分享等活动，促进传统农耕智慧与现

代农科知识的融合。这种深度协作模式既能让学生获得真实务农体验，又能帮助农户提升科学种植水平，

实现教育资源与农业生产的双向赋能。同时为加强研学活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可以搭建一个线上平台用

于农户与研学基地与学校之间进行三方交流和合作。 

4.2. 分龄化农业研学 

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习特点将农业研学进行细化区分： 
针对低年级(1~3 年级)学生，设计多感官体验的研学项目，通过触摸土壤、观察秧苗、嗅闻作物、简

单种植与施肥等方式，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体验，在“玩”中理解劳动与收获的关系，奠定认知基础。

如建全郊区农场，为学生提供迷你铲子、放大镜等实践操作工具，根据学生人数专门的农业技术员和学

校教师分组指导实践。并组织趣味游戏活动，如“闻气味猜作物”游戏练习学生的嗅觉与作物，并为游

戏中表现出色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针对中年级(4~6 年级至初中)学生，农业研学基地设计问题探究的研学活动，如开展水质检测、种植

实验等实践活动。提供标准化记录表，让学生分组自主设计、记录并分析数据，配备专业指导教师，引

导学生用数学课统计法(如平均值、折线图)处理数据，撰写实验报告。将课本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

工具，培养科学思维和抗挫力。同时做好活动后续延展，优秀小组的实验报告可以推送参加市级和省级

创新竞赛活动。 
针对高年级(高中及以上)学生，开展综合农学实践与社会思考的项目，例如，选择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或粮食加工厂，根据实际情况邀请学科教师和高校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参与智能温室设计、能耗优

化等课题实践，让学生实地调研、走访商丘市农民，对比传统种植与智慧农业的经济效益。融合跨学科

知识，并探讨农业与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联系，提升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 

4.3. 农业研学与跨学科科普相结合 

在农业研学的活动中增加农业科普、数学科普、科学实验、阅读分享等活动相结合，提高学习兴趣，

并提升学生各方面素养。在组织的农业研学中融入跨学科科普，能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例如在种植实

践中，孩子们可以测量植株高度、记录生长曲线，引导学生利用数学工具分析数据，同时组织数学科普

活动；通过检测土壤酸碱度、观察光合作用，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在劳作间隙，推荐学生共读《昆虫

记》《寂静的春天》等著作，开展读书分享，培养人文情怀。此外组织“节水灌溉系统设计”“有机堆肥

配比计算”等实践项目中，让学生真正体会到科技如何赋能现代农业。这种融合式的学习，既锻炼了动

手能力，又培养了科学思维，让农业教育更加立体丰满。 

5. 小结 

农业研学作为教育创新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结合点，在推动劳动教育、传播农业知识、促进农文旅融

合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社会价值。本次调查也揭示了当前农业研学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城市中小

生农学常识欠缺、课程同质化、实践性不足等。提出农业研学应立足“教育 + 农业 + 科技”的融合路

径，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赋能和多方协作，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为乡村振兴和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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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新动能。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与农业从业者的共同努力，更需社会各界的持续支持与关注，

才能真正释放农业研学的多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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