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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旅游时代下研学旅行发展趋势分析 
周雪菲  石莹  崔晓慧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 

摘要：随着人们对教育事业的关注，研学旅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给高校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持

续影响旅游行业，我国依旧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发展时代。研学旅行作为一种集教育旅游、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具有高度普适性的“旅

游”形式，有利于科普素质创新教育的实施，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服务水平对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研学旅行正当其时。因此，在大众旅游时代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对研学旅行的发展现状、

挑战、未来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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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a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ducation，research travel plays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nd also brings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though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New Coronary Pneumonia continues to affect the tourism industry，China will enter 

the era of mas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n all-around way，and the time is right for research travel. Research travel 

is a highly universal "tourism" form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tourism and leisure tourism，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quality innovation education，promo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refore，in the era of mass tourism，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challenges，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search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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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学旅行现状分析 

1.1 政策支持力度大 

2014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后称

《若干意见》）研学旅行深入教育行业，要求要依据学生的学情，因

地制宜、因材施教地进行研学旅行基地的建设与研学旅行产品的研

发。2016 年《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强调研学旅行的

教育意义，同年《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更加规范研学旅行。2017 年，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正式将研学旅行纳入学生的

必修课程当中。2021 年，《“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后称

《规划》）强调研学旅行对推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重要性，提出要大

规模推动和发展研学旅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

年）》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各行业各部门建立科普教育、研学等基地。

连续出台的相应的助力政策，地方也愈来愈重视研学旅行发展，促

进其配套设施、规范标准的跟进，大力发展研学旅行产业。 

1.2 研学旅行自古有之，人皆可之 

旅行和教育相辅相成，研学旅行活动存在于古今中外，我们也

可以从大量文学作品中找到研学旅行的蛛丝马迹。针对不同人群都

存在相适应的研学旅行资源。近年来，研学旅行在中国的发展也是

愈来愈蓬勃[1]。 

1.3 研学旅行的蓬勃发展 

依据《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 2021》（后称《报告》）开展研学

旅行活动及工作的机构、企业或主体种类丰富并呈现出持续平稳的

增长速度。《报告》指出至 2021 年，全国有将近 2 亿规模的中小学

生，可以预计研学旅行将拥有极其庞大的需求，未来将发展成为旅

游市场的主力军之一。依据《2022 年一季度旅游经济形势与上半年

展望》自疫情以来，研学旅行等成为市场主流。研学旅行不仅可以

助力教育教学，对于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振兴乡村发展，对

其他形式的旅游活动也起着重要作用。“研学+ N”已成为我国旅游

消费的主力军。研学旅行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世界旅游组织（WTO）提出旅游业受疫情影响极大，但依据文

化和旅游部官方 2022 年 5 月 5 日数据显示人们对旅游需求依旧高

涨，研学旅行等成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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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学旅行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安全保障问题 

研学旅行的高速发展也必然会显现出一些问题。首要就是安全

问题。尽管从数据来看安全事故是可控范围，但随着研学旅行规模

的增长其潜在的安全隐患或风险必然会随之增加。 

2.2 课程设计与评价模式问题 

研学旅行中“研学”与“旅行”二者是缺一不可、相互交融。

因为结合了“研学”的内容，整个“旅行”过程的设计需要结合课

本知识的内容，将“研学”知识贯穿“旅行”始终；因为结合了“旅

行”的部分，“研学”课程的设计需要结合当地旅游资源文化特色丰

富其“研学”的教学内容。因此，在课程设计与评价模式中需要依

据参与对象，结合教师本身的经验，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避免“游

而不学”或“学而不有”两种极端的不达标情况出现[2]。 

研学旅行的评价是通过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所实施

的研学旅行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科学判定，从而不

断自我完善和为研学旅行教育活动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如果没有

相应的对研学旅行体验过程的综合性的质量评价，我们无法了解相

应的研学旅行课程设计是否适合，也无法进一步改善已达到吸引回

头客并形成口碑研学旅行产品的机会[3]。而传统的单一的评价和结论

具有一定的不科学性[4]。 

2.3 基地建设问题 

《报告》中强调，研学基建设水准的好坏是影响外地组团社是

否到访该目的地的关键因素。重点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现有研学

旅行基地或营地建设没有统一标准，显得杂乱无章；2、由于没有相

应标准、反馈、管理和监督机构，研学旅行市场定价混乱；3、研学

旅行虽然整体发展形式一片大好，但是没有凸显其品牌优势，不具

规模。 

3 研学旅行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 文旅融合与科技赋能 

旅游资源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开发旅游资源必然要

考虑文化特色。用文化内涵塑造旅游形象，通过深度开发旅游资源

彰显文化特色，文旅融合与创新地可持续发展才是提升游客体验感，

开展沉浸式旅游的魅力体现。《关于利用文化和旅游资源、文物资源

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的通知》（后简略称为《通知》）也强调了积极

结合相应文化资源设计研学旅行精品线路。研学旅行是推动“文化+

旅游” 佳的旅游形式。 

文旅融合、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等在全面发展的大众旅游时代的

应用于影响。研学旅行同样需要升级迭代。“研学+文旅”、“研学+

科技”，结合数字化建设、科技创新与文化引领将是研学旅行未来的

发展方向。因此，研学旅行需要构建的智慧旅游服务平台、结合 VR

等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等进行设计，助力研学旅行的前、中、后的各

个环节，提升研学旅行者沉浸式参与的体验感。 

3.2 因地制宜与因材施教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研学旅行基地或者营地的建设相辅相成，

应该将凸显本土特色与标准化运营齐头并进，打造符合研学旅行标

准的可持续发展的研学基地。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研学旅行设计思路，

结合本土环境、人文和资源结构特色，整合学科知识、生产生活，

设计并打造一批多元化的研学基地[1]和课程，并打造符合研学旅行标

准的可持续发展的研学基地。 

同时涉及安全问题应该辐射到政府、企业、学校、家长，甚至

落实到学生本人；形成相互制约的监督机构，保障相应安全防控制

度的实施，明确各方责任情况，确保尽可能的做到万无一失，才能

在安全保障方面有效地保障研学旅行的安全问题。 

3.3 构建多元交互性评价体系 

构建多元交互式研学旅行评价体系是一个目的明确、相对完整、

极具科学性的评价体系，其评估结果能够帮助改善研学旅行课程设

计，并且帮助研学基地建设找准自身定位、塑造品牌形象，构建研

学旅行发展核心竞争力。 

由于研学旅行涉及到多方人员，因此需要构建一种多元的交互

式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地将研学旅行落到实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

方面：一、评价指标：包括知识能力评价、技能能力评价、道德素

养评价以及创新实践能力评价等；二、评价主体：包括参与研学活

动的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等；三、评价方式：包括行为观察

记录、交谈法、研学手册记录法、实践报告等；四、评价时间：在

整个研学旅行活动的前、中、后都进行阶段性的评价。其中“交互”

指的是所有参与者的评价，以及整个过程前中后的互动和评价的全

面性。“体系”包括以主题为中心的研学旅行设计评价、以过程为中

心的研学旅行课程实施评价，以及以结果为中心的 终效果评价等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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