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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3年起，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中小学生研学旅游的发展，研学旅游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我

国现阶段研学旅游产品发展的时间很短，存在诸多问题，如价格虚高、质量参差不齐、研学效果难以把

控和评估等问题。本文对这一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关注并运用田野调查法对其展开研究，剖析问题本源，

提出对应的提升策略，以期为研学旅游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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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3,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s issued relevant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
ment of study tour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arket scale of study tour 
products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ing.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study tour products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is very short,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high prices, uneven 
quality, and difficulty in controlling and evaluating the study effect. This article pays attention to 
this social hot issue and conducts research on it by using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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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study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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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 19 日，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下文称《意

见》)，明确了研学旅游的概念。研学旅游是指将研究性学习与旅行体验相结合的一种教育旅游活动，以

中小学生为主体，通过集体旅行和集中食宿的方式，依托旅游吸引物等社会资源，进行体验式教育和研

究性学习的一种教育旅游活动。《意见》要求学校要灵活安排研学旅行时间，逐步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

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的课程体系。 
我国的研学旅游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孔子带领其学生周游列国，清朝末年也有许多学生

出于救国思想出国游学。而我国当代的中小学研学旅游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13 年之前为酝酿准备阶

段。自 2013 年起，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推动研学旅行的发展，我国中小学生研学旅游进入

局部试点阶段。2016 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2021 年国家出台“双减”政策加速了学校和家长教育理念

的变化，家长和学生开始关注和追捧寓教于游的研学旅游，研学旅游产品市场规模急剧增加。参加研学

旅游的人次不断攀升，体现了我国人民对于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文化体验日益增长的需要。2019 年全国

研学旅行人数增至 480 万人次，2021 年达到 494 万人次，2022 年突破 600 万人次[2]，预计 2026 年，中

国研学游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2422 亿元，市场发展空间广阔[3]。然而，研学市场呈现井喷式发展的背

后，是供给侧研学旅游产品的混乱。由于当代研学旅游产品发展时间较短，组织研学旅游的学校和机构

经验较少，目前市场上的研学旅游产品还未形成体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4]。加之研学旅游产品进入到

大众视野的时间还很短，学生和家长辨别研学旅游产品质量的经验少，对于研学产品难以评估和分辨。

因此，导致了虽然目前研学市场一片繁荣景象，而产品体系、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都存在很多问题。很

多家长表示让孩子参加研学旅游就像是“开盲盒”，虽然参加研学旅游能够缓解学生们的学习压力，开

阔眼界，但研学旅游活动链条长，涉及主体类型多样[5]，其质量和效果难以把控，给家长和中小学生带

来许多困扰。因此，促进研学旅游的发展，使中小学生从中受益，需要我们正视这些问题，提出应对策

略。 
由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研学旅游实践发展的先锋，而北京又是全国中小学生首选的研

学旅游目的地之一，因此本文以北京市研学旅游产品为例展开研究。北京市不仅是我国首都、全国政治

中心、教育中心、对外交往中心，而且是五朝古都，尤其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两个封建王朝明朝和清

朝的国都，所以北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古代遗址遗迹。此外，北京交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教

育水平先进具有开展研学旅游的良好条件。 
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扎根实践，剖析研学旅游产品存在的问题，寻求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研学

旅游产品的完善和进步提供助力。囿于个人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本文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研究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5.14202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侯玉茹 等 
 

 

DOI: 10.12677/wer.2025.142023 234 世界经济探索 
 

内容不能包含所有的研学旅游产品，没有采用更加全面的调查问卷，可能只具有部分代表性，希望在以

后的研究中能够继续补足和完善。 

2. 调查实施过程 

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法中的完全参与观察法，即研究者深入研学旅游活动中，以参与者的身份融入

研究场景，通过近距离观察和互动收集数据。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2.1. 研究角色定位 

研究者以“研学导师助理(安全员)”的身份参与研学旅游活动，既协助导师组织活动，又作为普通参

与者与学生互动。这种双重角色使研究者能够在不引起学生戒备的情况下，自然观察他们的行为和互动。

在活动开始前，研究者向组织方和学生简要说明自己的“助理”身份，但未透露研究目的，以避免影响

学生的自然表现。 

2.2. 研究场景与对象 

研究场景：本次研究调查在河北省某地级市“探秘北京”主题的研学旅游活动中进行，活动为期 3
天，涵盖北京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八达岭长城、清华大学、国家科技馆、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参观学

习。 
研究对象：在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 月河北省某地级市，以班级为单位报名参加北京研学旅游的

中学生中，选取 10 期(连续周的每周五至周日，每期约 48 人)，参与活动的 238 名初中生(年龄 12~15 岁)
和 258 名高中生(年龄 15~19 岁)。每期(即每辆大巴车)分为 6 个小组，每组 8 人，重点观察其中 2 个小组

的学生行为及互动。 

2.3. 数据收集方法 

参与观察：研究者全程参与研学活动，包括乘车、参观、用餐、小组讨论等环节。在活动中，研究者

通过观察学生的言行、表情、互动方式等，记录其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 
田野笔记：研究者每天活动结束后撰写田野笔记，详细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学生的典型行为以及研

究者的反思。笔记内容包括：① 描述性记录：如“学生在参观博物馆时表现出浓厚兴趣，但部分学生在

听讲解时注意力不集中”。② 反思性记录：如“学生的注意力分散可能与讲解内容过于学术化有关”。

③ 非正式访谈：在活动间隙，研究者以闲聊的方式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感受和想法。例如，询问“你

对今天的活动有什么印象？”或“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④ 实物收集：收集学生的活动成果(如
手抄报、笔记)以及活动照片，作为辅助分析材料。 

2.4. 数据记录与整理 

即时记录：在活动过程中，研究者利用手机备忘录或笔记本即时记录关键观察点，避免遗漏重要信

息。 
每日整理：每晚对当天的观察记录进行整理和补充，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分类编码：根据研究主题，对田野笔记进行分类编码。例如，将学生的行为分为“积极参与”“消

极应对”“团队合作”等类别，便于后续分析。 

2.5. 伦理考虑 

研究者在活动结束后向学生和组织方说明研究目的，并征得他们的同意使用观察数据。在记录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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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隐去学生的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保护其隐私。 

2.6. 数据分析 

主题分析：根据田野笔记和访谈内容，提炼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主题，如“学生的参与度”“团队

协作模式”“活动内容的吸引力”等。 
模式识别：分析学生在不同活动环节中的行为模式，例如在参观环节表现积极，但在小组讨论环节

参与度较低。 
情境分析：结合活动背景和场景特点，解释学生行为背后的原因。例如，学生在户外活动中表现活

跃，可能与活动形式的趣味性有关。 

2.7. 结果分析 

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角色和行为对观察结果的影响。例如，作为“导师助理”，研

究者的某些言行可能对学生的行为产生引导作用。通过与其他观察者(如研学导师)的交流，验证观察结果

的客观性。 
通过完全参与观察法，研究者深入研学旅游活动场景，以自然的方式收集了大量真实、细致的数据，

见表 1。这一方法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学生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还为后续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质性资

料。在实施过程中，研究者注重伦理规范和数据整理的科学性，确保了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Table 1. Field survey record form 
表 1. 田野调查记录表 

时间 参观场景 观察对象 描述性记录 反思性记录 

2024-11-08 下午 故宫博物院 小组 A 学生在听讲解时注意力分散，

部分学生频繁看手机。 
讲解内容可能过于学术化，未

能吸引学生兴趣。 

2024-11-09 上午 国家科技馆 小组 B 学生在人机互动项目中表现活

跃，积极参与体验。 
适当给学生体验时间，满足学

生好奇心，在实践中学习。 

2023-11-10 上午 八达岭长城 小组 A 
学生在登长城时表现出浓厚兴

趣，但部分学生因体力不支而

放弃。 

活动难度需根据学生能力调

整，避免挫败感及安全事故的

发生。 

3. 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研学旅游的本质是教育，主体是中小学生，目的是帮助中小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初步建立对

社会的认识，找到学习的意义。研学旅游是一种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一步，做好研学旅游

对于中小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想要发挥研学旅游的作用，需要谨慎对待研学旅游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看清楚问题本质，对症下药。本文通过深入实践，对实践中存在的表象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和归纳，

发现目前的研学旅游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 学校主导地位缺失 

由于学校不能主导整个研学旅游的过程，研学旅游不具有科学完整的课程体系，研学旅游的课程质

量不佳。《意见》中指出，研学旅游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是实现育人和思政教育的有效途径。因此，研学

旅游的活动应该由学校主导而非任何其他社会组织。不可否认，开展研学旅游活动应同时兼顾研学教育

和研学服务功能，在研学过程中的吃、住、行、游离不开旅行社的协助，但旅行社应该起到辅助作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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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主导作用。一旦将中小学生研学旅游的教育主体交给社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可能出现意识形态领

域的问题，将教育交给市场会有危害社会的风险。 
现阶段，在具体实施研学活动时，研学课程的设计和实施几乎完全由旅行社主导。研学旅游活动是

由学校申报、在教育局批准后，交给具有相关资质的社会教育机构进行的。因社会教育机构缺乏具有目

的地相关文化知识的专业人才(研学导师)和旅游服务资源(酒店、餐厅、车辆等)，所以又会交给当地旅行

社承担主要接待和课程实施任务。因此，中小学生研学旅游的课程实际上是由旅行社的导游来授课的，

而旅行社的主业是接待成人旅行团，大部分导游只是具备社会文化知识和成人团的带团技能，对于中小

学生的教育目标、教育过程缺乏了解。以带成人团的知识和体系来讲解中小学生的研学旅游课程，显然

无法达到研学旅游的目标，无法形成科学合理、系统的课程。因此，在实践中看到的研学效果不佳、课

程体系混乱的问题实质上是由于学校缺乏组织研学旅游活动的经验造成的。这样一来，研学旅游授课的

内容连带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部分全部交给了社会组织负责，交给了社会组织的行业自律。这无疑增加

了我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不达标的风险，甚至在利益的驱使下可能出现与素质教育目标背道而驰的结果。

因此，学校不能主导研学旅游课程内容和过程的实施，是目前研学旅游存在的首要问题。 

3.2. 课程内容流于形式 

研学旅游课程流于形式，没有实现差异化教育，这一问题在当前研学旅游教育实践中尤为突出。具

体表现为课程设计缺乏针对性，活动内容千篇一律，未能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和心理需

求，导致研学旅游的教育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首先，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参与同一类型、同一内容的活动，缺乏针对性的教育目标和方法。

其次，许多研学旅游课程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等表层活动，缺乏深度学习和实践体验。学生往往被动接

受信息，未能通过主动探究和互动获得真正的成长。 

3.3. 实施过程监管不足 

调查发现，研学旅游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诸如安全员配备不足，酒店设施不符合标准，课

程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其原因是研学旅游在实施过程中学校和政府监管的缺失。在研学旅游课程实施之

前，学校通常会对实施研学旅游的社会教育机构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接待标准方面的约定，但是研学

旅游课程一旦开始实施，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是一体的合作关系，对于在研学旅游课程实施过程中暴露

的例如接待标准的降低、授课质量不佳、安全人员配备的不足的问题就很容易被具有共同利益的双方隐

藏。所以，研学旅游课程实施过程中一旦监管不到位，就会让营利性质的社会机构和企业有机可乘，使

中小学生研学旅游的效果远不如预期，达不到研学旅游的素质教育目标。 

3.4. 效果评估体系缺失 

研学旅游是一种探究式学习过程，是传统课堂的有益补充，既要区别于一般的旅游，又要不同于传

统的填鸭式教育。我们需要在两者中间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进行研学旅游，哪种方式的研学旅游课程

更有益于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值得商榷并需要重视的问题。虽然很多专家和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

题，但至今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对研学旅游的效果进行评估。在研学旅游实践过程中，很少会有学

校认真评估此次活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即便学校有这方面的计划，但苦于每次活动都具有其特定性，

每次参与的老师和人员都会有差异，其评价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因此，研学旅游的效果评估体系十分不

健全。 
缺乏行之有效的研学旅游效果评估办法，会严重阻碍研学旅游的发展[6]。由于评估体系的缺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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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家长都无法确定哪种研学活动的开展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中小学生更好的认识社会，找到学习的兴趣

和意义所在，所以研学旅游产品市场存在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各种研学旅游产品也就无法完成更迭。较高

价格不代表更高的研学活动质量，造成了研学旅游产品价格体系的混乱，长此以往会使家长丧失对研学

旅游的信心，甚至会对这种有益于中小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产生质疑，进而阻碍研学旅游的发展进

程。 

4. 对策与建议 

4.1. 学校主导研学全过程，培养专门人才 

在发展初期，研学旅游离不开社会教育机构或者旅行社的支持，但应明确研学旅游是我国素质教育

中的重要一环，事关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长期由社会企业组织实施会存在一定风险。所以，研学

旅游的主要组织者必须是学校，学校应起到主导研学活动质量和内容的作用。 
首先，学校应加强研学带队教师对研学旅游活动的重视，及时储备与研学旅游相关的知识与技能，

尽快具备识别研学旅游内容质量的能力与安全风险的能力。活动结束后，学校应重视复盘总结工作，并

及时总结交流，应用到下一次研学活动中。其次，学校应加强与承接研学活动的社会机构的沟通，提前

落实研学旅游教学内容，最好由学校拟定授课的主要内容及课程体系。最后，随着研学旅游活动的不断

发展，频率不断增加，学校应设置专门的研学旅游教师组，专门负责研学旅游课程的开发和质量把控。

总之，作为国家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一环，研学旅游的主导地位应逐渐回归到学校手中，只有这样才能确

保研学旅游目标的实现，将研学旅游的风险降低，促进中小学生通过研学旅游实现全面发展。 

4.2. 设置差异化课程，重视多元方法 

推广研学旅游是提升我国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学旅游课程内容与传统教育有

相似之处，但也必须突出其素质教育的目的，强调“因材施教”、互动自主的学习氛围，以达到通过研学

旅游帮助中小学生全面发展，激发学习兴趣，体悟学习的意义的目的。围绕中小学不同学段的特点，在

学期安排、课时与学分、教学计划、组织实施等方面，形成完备的研学旅行教育课程体系[7]。因此，在

课程设计上，应重视差异化的教学策略，应基于学生的年龄阶段和心理发展特点，设计分层化的教育目

标和内容，确保教育实践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情感需求相匹配。 
具体来说，研学旅游课程设计者应首先深入校园，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课程内容、校园生活及

情感需求，贴合书本内容和心理需求设计研学旅游课程内容。首先，研学旅游课程内容应是课本内容的

延伸，有助于提升学生运用课本知识解释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找到学习的

意义。其次，提前了解不同年龄学生易于接受的学习方法，多采用探究式、提问式、互动式的教育方法，

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最后，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应了解不同年龄学生主要的心

理困惑，在研学旅游中融入对应的情绪疏导内容，引导学生在社会环境中寻找答案，让学生不仅可以在

研学旅游中缓解学习压力，还能够建立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和积极的人生观。 

4.3. 完善活动实施标准，重视过程监管 

由于参加研学活动的主体是青少年，且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对于活动质量的评估能力

较差，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对于研学旅游活动实施过程的监管，减少利益驱使下把研学旅游质量“偷工减

料”的机会。加强监管还要求“有法可依”，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和细化相关实施标准，一方面促进行业

自律，另一方面提高违约成本，发挥政府“保驾护航”的作用，促进研学旅游健康发展。 
由于将研学旅游实施的主导权完全交给学校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先完善相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5.142023


侯玉茹 等 
 

 

DOI: 10.12677/wer.2025.142023 238 世界经济探索 
 

关标准[8]，规定相关程式化动作，降低研学旅游相关违规风险。首先，相关部门应制定并推广研学旅游

相关合同文本，明确研学旅游活动的接待标准、师资、人员物资配备等细则，积极引导社会教育机构或

旅行社参照文本与学校签订合同，规范其履约行为。其次，宣传消费者权利意识和研学带队教师及学生

的主人翁意识，鼓励共同监督研学旅游内容质量。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依法查处在研学旅游活动中的违

法违规行为。最后，完善备案制度，加强对在实施中的研学旅游活动的抽检力度，杜绝暗箱操作发生的

可能性，杜绝不合规的研学旅游活动的实施与开展。 

4.4. 建立效果评估体系，重视评估反馈 

保证研学旅游活动长期持续发展，使中小学生受益，建立有效且可操作度高的效果评估体系是一项

必不可少且难度较高的工作。首先，需要明确研学旅游活动的目标，如知识学习、技能提升、团队合作、

文化体验等，根据目标设定相关的评价指标。其次，分别从学生、家长、老师层面进行调查，评估学生在

研学旅游前后发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团队合作等方面的变化。最后，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比对分

析，根据反馈信息，对课程内容、活动设计、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优化。例如，增加更多实践环节，调整

课程难度，改进教学方法等。定期对研学旅行的效果进行评估，形成一个持续的评估和改进循环。 

5. 结论 

综上所述，研学旅游产品目前存在课程质量不稳定、课程体系不完善、价格体系混乱、安全风险等

问题是由于学校主导地位缺失、课程形式流于表面、过程监管不足以及效果评估体系缺失等原因导致，

可以通过组建专门人才队伍，设置差异化课程，完善活动实施标准，重视过程监管建立效果评估体系等

措施来进行改善。研学旅游在我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未来将会成为我国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中重要

的一环，所以在未来依旧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由于当代研学旅游的发展时间还比较短暂，虽面临一些

挑战，相信在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中，研学旅游会克服重重困难，使更多中小学生获得更多收获。 
未来研学旅游产品开发应注重启用专业的产品开发设计人员来进行产品设计，并尽可能配置专业领

域的讲师。同时，要深度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如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科技产业等，开发独具区域特色、

区域优势的课程，吸引学生、家长及其他群体参与。未来区域研学依然是市场最稳定的盈利版块，要充

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科技产业等特点，开发独具区域特色、区域优势的课程。同时，要推

动研学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拓展研学产品主题、服务内容，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研学需求。 
本文在样本选择、数据收集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

增加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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