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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视阈下教育公平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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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学旅行是指学生在学校或社会机构的组织下，离开校园，前往其他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的活动。这种教育

方式通过将学生置身于真实的环境中，提供亲身体验和实践机会，以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研学旅行在西部一些地区发展较慢，目前只在少数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或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中盛行，沿海地区和西部地

区无论是在看待研学旅行的观念上，还是在是否参与实际的研学活动中的差异比较明显。本文旨在从研学旅行的视阈出发，

探讨教育公平问题，提出改善教育公平问题可以从政府投入资金、加强地区间资源共享、学校资源均衡配置三方面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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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研学旅行成为基础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1]。研学

旅行作为一种新型学习旅游形式，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重要

过程，是校内外教育衔接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综合实践育

人的有效途径 [2]。在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中小学及企事业

单位常常以研学旅行的名义举办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许

多地方的中学和小学也响应号召开展边旅游边学习这类形

式的活动。研学旅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属于教育的范畴，

只不过这种教育是社会层面的教育，而非家庭教育或学校教

育。随着研学旅行的受众越来越多，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也逐

渐显露。教育公平是指每个学生都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和资源，不受个人背景、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的限制。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提高社会整体素质的重要保障。

然而，由于经济条件不平等、地理位置差异、学校资源不均

衡等原因，教育公平在现实中并未完全实现，特别是在研学

旅行中容易出现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一、研学旅行中存在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1. 经济条件不平等

由于研学旅行需要支出一定的费用，包括研学学费、

食宿费、车费等，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可能无法承担这些费

用，从而无法参与研学旅行活动。这就导致了由于经济条件

不平等，使得一部分学生无法享受到研学旅行带来的教育机

会的问题。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东部

→西部→中部依次降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教育公平程度相

近，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大的教育不平等 [3]。相关新闻也报道，

随着经济的发展，研学旅行正火热开展，北京成为今年暑假

最火的研学旅行地之一，北京的各个景区，如天安门广场、

军事博物馆、故宫、科技馆、天文馆随处可见带着各种颜色

帽子的研学团队，他们亦或是席地而坐、亦或是跟着老师东

走西转，感受北京的城市风光与游乐趣味。与之相反的是，

很多西部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此时可能正在汗流浃背地帮助

父母干农活，对于“研学旅行”一词，他们可能连听都没听过。

由于经济条件不平等，孩子们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显露出来，

且这种不公平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2. 地理位置差异

不同地区的学校可能面临着不同的研学资源和机会。

一些地理位置偏远的学校可能无法提供丰富多样的研学旅

行活动，从而限制了学生的教育机会。这种地理位置差异也

导致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例如上海、江苏等地区党史教育

资源丰富，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历

史气息浓郁，居住在附近的中小学生能够近距离感受历史文

化气息，通过实地参观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真正做到“近水

楼台先得月”。而西北甘肃、新疆等偏远地区，交通不便，

即便有可供研学的景点或纪念馆，中小学生也很难跨越百十

里去观摩欣赏。这就导致了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小学生研学活

动容易开展，而西部偏远地区的研学活动开展较为困难。

3. 学校资源不均衡

一些学校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设施，能够提供更好的研

学旅行条件，而一些学校则缺乏这些资源，无法为学生提供

研学条件。这种由学校资源不均衡导致的教育公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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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一部分学生无法享受到优质的研学旅行带来的机会。例

如，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有着参观华师一附中、华中师范

大学校史馆的资源，而一所普通的山村村小并不具备这种学

校资源，在这所山村村小的学生自然无法享受到去更远的地

方研学旅行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教育公平。经

济发展较快城市的中小学相对而言教育资源更加的丰富，而

偏远地区的地方教育经费支出还有着很大的缺口，教育设施

条件也不完备，这就进一步造成了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出现。

通过因地制宜、均衡选址、规划学校地理位置，改善城区与

偏远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问题迫在眉睫 [4]。

二、解决研学旅行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

1. 政府投入资金

政府应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加快补齐教育短板，特

别是对研学旅行活动的资金支持。通过提供资金投入来普及

研学旅行，开阔学生视野。加强教育资金管理，做好预算约

束、资金分配、资金审核工作，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

保教育类资金执行有力，进一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

立健全教育发展基金规范运行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基金激励

导向和助学助教、促学促教作用，确保教育发展基金使用公

开透明、公平公正。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和社会各级团体组织

来参与学校发展过程，拓宽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

2. 加强地区间资源共享

各地区的学校应该加强资源共享，通过合作和交流，

提供更多的研学旅行机会给经济发展较慢地区的学生。为开

展深度的教育交流搭建广泛的合作交流平台，大力推进各地

区基础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扩优提质。加快推动经济

发达地区优质中小学基础教育资源同西部地区共享，共绘教

育协同发展“同心圆”。鼓励各级学校通过教育集团、学校

联盟、结对帮扶等形式开展合作办学。地理位置偏远的学校

可以借助其他地区的资源，丰富自己的研学旅行活动，从而

克服地理位置差异带来的弊端。鼓励师范专业毕业生到艰苦

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号召见多识广的大学生

参与农村支教活动，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给从未走出过大

山的莘莘学子们。鼓励发达地区与偏远地区的学生结对子，

互帮互助，建立友爱关系，缩小教育差距。

3. 学校资源均衡配置

政府和学校应该加强对学校资源的配置和管理，确保

每个学校都能够提供良好的研学旅行条件。尽可能的使教育

资源配置和受教育者的条件相当，考虑到地区和类别差异，

对于实际工作中所造成的不公平现象进行调节和修正。在对

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必须全方位考虑，将分配公平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通过公平的资源分配，减少学校资源不均衡

带来的影响，提高教育公平性。一方面，保障师资力量均衡，

根据各地经济发展规划，投入充足的师资力量，引进人才、

留住人才。另一方面，改善校舍环境和学生学习环境，投入

大量的红色书籍、科普读物到研学旅行资源不发达的学校，

让未曾参与过研学旅行的学生也能从书本中了解世界。

三、结论

研学旅行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可以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在研学旅行中，无论是实地观摩研究还是个人成果

展示都是对学生个人素质、精神品格与自理能力的考验 [5]。

学生能够通过旅途中的奔波辛苦感受到父母工作的不易，赚

钱的艰辛；能够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伙

伴；能够学会团结合作，增强与人交往的能力。然而，由于

经济条件不平等、地理位置差异、学校资源不均衡等多种因

素，一些中小学生未能享受到研学旅行带来的便利，有时甚

至可能在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相比较时产生自卑、忧郁等

不良心理，影响了身心的健康成长。在研学旅行并未广泛普

及的今天，仍旧存在着教育公平的问题。通过政府的资金投

入、地区间资源共享和学校资源均衡配置等措施，可以有力

地改善研学旅行中出现的教育公平问题，让每个学生都能够

享受到研学旅行带来的教育机会。只有实现了教育公平，才

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公正和提高社会整体素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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