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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学旅游作为素质教育的新支点，已成为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关注的一大热点。海南研学旅游资源丰富、

独特，深度挖掘其先贤文化内涵，将进一步促进海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研学游背景下，可根据海南

先贤文化的资源特色，探索先贤文化研学游路线，开发先贤文化研学游产品，设计先贤文化研学游实践课

程，来提升海南研学旅游的内涵和品质。 

【关键词】研学游；海南；先贤文化；开发 

DOI：10.18686/jyyxx.v3i7.50512 

 

2013 年 2 月 2 日，“研学旅行”的概念在国务院颁布

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中被首次提到。随后，国务院、

国家教育部和国家旅游局等有关部门又陆续颁布和出台

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研学旅行服务规范》等相关文

件，对研学旅行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服务规范。当前

的研学旅行继承和发展了我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游学传统，为素质教育注入了新内容，提供了新方式，得

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推进，研学

旅行已逐渐成为海南旅游市场发展的热点和亮点。海南研

学游的开发需要不断加强对本土文化的吸收，以“旅游+

文化+实践”的模式推动海南旅游产业向纵深发展。海南

“先贤文化”作为海南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旅

结合的重要资源。对海南“先贤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将

进一步拓宽海南研学游的路径，实现海南文化和旅游融合

的高质量发展。 

1  海南先贤界定 

本文所指海南先贤包括原籍海南和虽非琼籍但在海

南知名度、贡献度、后世评价等都比较高的历史人物。他

们的主要活动或当时已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时间在 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1]海南古称珠崖、琼州、琼崖，

自汉武帝置珠崖、儋耳二郡起，至唐宋两代大规模贬官于

此，中原文化的种子便在琼州落地生根。如唐代太子洗马

兼侍读刘纳言，唐高僧鉴真和尚，宋诗僧惠洪，北宋宰相

卢多逊、丁谓，北宋大文豪苏轼、南宋曾任右司谏侍御史、

参知政事的赵鼎，南宋曾任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的李光，

南宋曾任秘书少监、起居郎的胡铨，南宋两浙转运副使曹

泳，宋末元初女纺织家黄道婆等，都在海南留下了他们的

足迹。到明清之际，曾经荒蛮之地的琼州已蜕变成人文荟

萃的琼台福地，涌现出丘浚、海瑞、邢宥、钟芳、唐胄、

王映斗、王宏诲、王佐、张岳松等一大批海南籍名宦巨儒。

还成长起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活动家林文英，伟大的爱国主

义和共产主义者宋庆龄等。 

2  海南先贤文化内涵 

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海南先民和移民汇聚在海南这

片底蕴深厚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誓死守护、勇于探索、

开发建设，为海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杰出的人

物构成了海南先贤优秀群体，他们无论是在政治、经济、

教育、文学、科技还是在宗教、纺织等领域都功勋卓著，

他们身上处处彰显了海南先贤文化。海南先贤值得每一位

海南人骄傲和崇敬，他们的卓越才智、高尚志杰和崇高品

德将彪炳史册。 

海南先贤的不断涌现，逐渐积淀形成了海南先贤文

化。它根源于中华文化，是海南岛内历代先贤集体智慧的

结晶，是先贤们思想、品德、才能、信仰、贡献、价值等

的综合体现，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先贤文化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主要内容之一。海南先贤文化作为海南地域文化

中的精华，早已融入到海南人民的血脉中，凝结成一种强

大的精神基因，推陈出新，世代相传。海南先贤所传承并

创造的器物、制度、言论、行为、精神等都是不可多得的

宝贵财富，激励着无数先辈和后学前赴后继，继往开来。 

海南先贤文化是先贤人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

中展现，需要在新的时代加以继承和传播。具体来说包括

海南先贤名录的整理和遴选、先贤诗文的收集和整理、先

贤故居的保护和建设、先贤墓地的修缮和瞻仰、先贤故事

的讲述和普及、先贤遗存的挖掘和展示、先贤思想的总结

和研讨、先贤精神的提炼和传诵等等。目前，海南先贤文

化的挖掘和整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需要进一步

普及和推广，通过更加灵活多样的平台来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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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南先贤文化与研学旅游融合的重要意义 

3.1  是增强文化自信，丰富海南旅游文化内涵的
内在需求 

当代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精神内涵和文化资源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南先贤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南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主

要代表，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文化支撑。海南自古人

文荟萃，先后被贬海南的古代官员，琼籍名宦巨儒、革命

领袖层出不穷。丰富的先贤文化资源是构建海南国际旅游

岛和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宝贵文化财富。充分挖掘和有

效开发海南先贤文化，不但能增强海南人的文化自信，还

能进一步丰富海南的旅游文化内涵。在海南研学旅游如火

如荼发展的态势下，把先贤文化与研学旅游相结合，既能

让游客在游赏中学习和感悟到海南先贤文化的魅力，又能

拓宽研学游路径。 
3.2  是增加海南研学游地域文化特色的有效方式 

海南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海南本土文化旅

游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海南先贤分布在海南岛

内的各个市县、乡村，其文化资源有待挖掘。在研学旅游

路径的设计过程中，可以把这些先贤人物的故居、墓地、

陈列馆等历史遗存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展现海南地域文

化特色，同时也能将海南先贤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当然，

海南研学游内容设计时也应把海南先贤的故事、诗文、功

业、精神、思想等注入其中，充分利用海南先贤文化优势，

提升研学游品质。海南先贤文化应主推给海南的中小学

生，让他们在研学旅行中拓展课外知识，深入了解海南先

贤人物事迹，诵读其诗文作品，感受其人格魅力。 
3.3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海南乡村旅游发

展的现实需要 

2017 年年底，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因此海南

乡村旅游也在这一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在乡

村旅游内容的开发上大多以观光旅游为主，对当地文化内

涵的挖掘略显不足，未能以文化特色项目带动乡村建设。

海南先贤文化内涵丰富，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各

领域一直影响并滋养历代海南民众。现如今的海南乡村对

先贤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重视不足，再加上主力缺乏、文化

断层等现实原因，致使海南先贤文化未能充分在乡村振兴

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海南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

应广泛结合当地先贤文化，促进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形

成，大力倡导“乡村+研学+文化”的模式。 

4  海南先贤文化研学游开发策略 

4.1  精心设置先贤文化研学游路线 

研学旅游是“旅游+”概念下的新模式，是文旅融合

的产物。2020 年海南省教育厅、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联合公布了 7 条海南省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其

中按区域划分为西线、中线、东线 3 条线路，按主题划分

为地质科普类、革命传统类、自然生态类、文化旅游类 4

条线路。这些路线设计中虽部分融入了先贤文化内容，如

儋州东坡书院、海南文笔峰等景点被点缀其中，但并没有

专门以先贤文化为主题设计路线。海南先贤众多，可以根

据海口、文昌、儋州、昌江、陵水、三亚等地不同的先贤

人物遗存设计出独具特色的研学游线路，把他们在海南的

活动轨迹串联起来，在行走中学习，在旅游中感受先贤遗

风。比如由丘浚、海瑞、唐胄、梁云龙等先贤遗迹串并在

一起，设计一条海口先贤古村游；由邢宥、宋氏家族等先

贤汇聚起来设计一条文昌先贤生活体验游；海南古代书院

众多，有纪念海南第一才子、明朝大学士丘浚而建的琼台

书院，有纪念北宋大文豪、谪臣苏东坡而建的东坡书院，

有清末铺前籍书法家潘存发起筹资建造的溪北书院，有南

宋唐氏迁琼始祖唐震与其子唐叔建创办的西洲书院，有海

南历史上唯一的五进式书院——蔚文书院等。据此，也可

设计出一条海南书院之旅。 
4.2  加强先贤文化研学游产品的开发 

近年来，海南优化整合研学旅游资源，评选和公布了

多批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名单，目前已拥有 16 个国家

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近 60 个省级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

地。这些基地不断创新发展各类研学旅游产品，包括自然

生态类、爱国教育类、人文历史类、知识科普类，以及体

验考察类等。其中儋州东坡书院、海南文笔峰盘古文化旅

游区等基地融入了海南先贤文化内容，把被贬海南的大文

豪苏轼居儋的故事、东坡遗存、《坡仙笠屐图》《月梅图》

等珍贵文物书画拓片知识、中国传统礼仪、历史文化、孝

文化等开发成别具特色的研学旅游产品或项目，满足了各

年龄段学生的研学需求。针对海南先贤文化资源的不同特

性，还可开发具有海南地域特色的先贤文化研学旅行产

品，如海南古村落写生、海南书院情景体验、海南先贤故

居、纪念馆、墓地瞻仰、海南博物馆先贤探寻等主题研学

活动。通过深度挖掘海南先贤文化资源，来丰富海南研学

旅游产品，促进海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3  系统设计先贤文化研学游实践课程 

随着研学游产品的不断丰富，主题内容的课程设计也

得到了业界的重视。在进行先贤文化研学游实践课程设计

时，既要考虑学生的不同年龄、不同目的和不同需求，还

要融入一定的教学环节。研学游的主体是青少年，他们由

于生理年龄和生活阅历有限，好奇心强，因此，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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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感知、体验的基础上强化主动观察和探索的能力。

因此，在开发设计先贤文化研学游实践课程时，应全面系

统加以考量。目前，海南研学游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大部分

是在被动倾听中学习，甚至有些还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

未能达到“学”的效果，这无不与研学实践课程的设计有

关。首先是在游学前未在校内课程中导入有关主题内容的

准备学习；其次是在研学游过程中未能设计参与性学习环

节，缺乏互动性的技能操作；再次，学校的组织者和老师

也没有重视游学后的总结性学习，未能把研学活动的体验

和收获作为实践课程设计的一部分融入其中。建议在进行

海南先贤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应对每一主题的内容进行全

面梳理，系统设计先贤文化研学游实践课程。如针对海南

先贤故居、古村落、陈列馆等历史遗存进行课程设计时，

可提前选择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先贤人物进行普及性介绍，

使学生们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后更易完成研学过程中的

参与性学习。再比如可以把海南先贤诗文融入到学生课内

的学习中，提前进行诵读，以便研学实践中学生能主动参

与。最后，还要针对有关海南先贤文化研学主题活动进行

总结，让参与其中的学生能把具体的活动心得展现出来，

既可以用书面文章的形式，也可以是口头演说的方式，还

可以用绘画、摄影等不同技巧来传达。这样就形成了研学

前的预学习、研学中的主动学习和研学后的总结学习三者

结合的系统研学，达到了研学“优”的效果。 

当然，海南先贤文化内涵丰富，不论是学校、家庭还

是社会都需要加以重视和引导，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传播，

才能更好地促进它在研学游背景下得到更好的发展。从唐

宋被贬海南的朝廷名相、大臣和著名学士到琼籍名宦巨

儒，他们的足迹遍布海岛，开创了灿烂的文明。五公祠、

苏公祠、海瑞墓、海瑞故居、宋庆龄祖居等众多文物古迹

及人文景观构成了海南先贤文化的历史遗存。丘浚、廖纪、

海瑞、张岳崧、邢宥、唐胄、白玉蟾、林文英等著名政治

家、经济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革命家，集中展现了

海南先贤文化的精髓。在研学旅游背景下对海南先贤文化

进行开发，需要政府、企业、学校、社会、专家学者等多

方合力，才能更好地挖掘其文化内涵，开发更多的研学优

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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