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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大数据驱动下研学旅行品牌传播的策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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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论文系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大数据驱动下当代少年“明星课程”品牌打造》（项目编号：

18010）研究成果。

摘要：本文从大数据时代研学旅行产品的现状出发，挖掘其品牌传播过程中体系不完善、行业人才紧缺等困境，结合

大数据对品牌传播带来的优势，提出大数据时代研学旅行产品不仅需要进行产品创新研发，更需要智慧的利用分析技术将

洞察转化为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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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研学旅行的发展概述

1.1 研学旅行的定义及政策支持

研学旅行一般由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发起，以提升核

心素养为目的，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旅行，培养青少

年的生活技能、集体观念、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大力发展青少年教育，研

学旅行逐步发展为学校、家庭和社会相互融合的教学新业

态。2013 年，《国民休闲纲要》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设想；2014 年，《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生日常教育范畴；2015 年，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把研学旅行

纳入到国家教育体系；2016 年，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

地”“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公布；2017 年，《研学旅

行服务规范》《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继续助

力研学旅行发展；2018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工作要点》

指出中央将继续推进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和基地建设；2019

年，教育部加强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课程资源和服务平台建

设，推广典型路线；2020 年，教育部将“研学旅行管理与

服务”列入《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

并执行招生计划。如此大的政策支持，反映了研学旅行作为

中国古代游学理念和人文精神在现代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满

足教育市场的需求，更促进中国少年的全面发展。

1.2 研学旅行的主要类型

研学旅行通过主题活动、教育体验等方式，深化中小

学生对国家的认同、对社会的认知、对成长的感悟。我国现

有研学旅行产品主要包含以下四种：

1.2.1 励志拓展型

包含大学校园、红色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军营等。

如：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影视城，以“铁道游击队”的传奇

故事为主题，通过场景塑造、专业演出、精致舞美等演出“铁

道游击队传奇系列剧”，再现红色经典传奇，拓展研学产品

内涵，起到积极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培养当代少年的家国

情怀，做到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1.2.2 文化体验型

包含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体验。如：近年来，致

力于打造中国研学第一品牌的浙江绍兴，将其明星研学产品

“兰亭书法修学游”进行革新，在传统描红、拓碑的基础上，

增添活字印刷项目，孩子们可以亲手印制兰亭序、唐诗宋词、

年画等，甚至可以自己做文创产品，极大提升了研学的交互

性和趣味性，并开放成人体验机会，扩大其品牌影响力。

1.2.3 体验考察型

包含基地体验（农场、动物园等）和自然景观体验（山、

河、湖、海、草原、沙漠等）。如“走进课本的风景”研学

项目，通过研学旅行让同学们真实的走进课文中的景点，从

“看得到”到“摸得到”，实现了更深刻的学习感受。又如

2020 年 9 月教育部发布的“开展中国农民丰收农耕文化教

育主题活动的通知”，成就了一批新的体验考察型研学品牌。

1.2.4 知识科普型

包含博物馆、科技馆、主题展览、动物园、植物园、

工业项目等。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微生物博物馆通过人体微

生物扫描仪，让参观者对自己身体里的微生物一览无余。又

如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开展动物科普大讲堂、动物故事学堂

等，打造孩子与动物的零距离体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则推

出“海底互动船项目·深海历险”，在实景娱乐互动场景中

邂逅鲨鱼捕食狂潮，体验海洋的神秘感，加深孩子对海洋动

物的求知意识。

2. 大数据与研学旅行品牌传播的关系 

2.1 现阶段研学旅行品牌传播过程存在的问题

2.1.1 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行业领袖品牌

“文化 + 旅游”的时代浪潮下，研学旅行机构呈几何

倍数增长，如何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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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精准而有创意的品牌传播，研学机构可以向中小学生及

其家长传递品牌信息，培养忠诚客户，获得市场话语权。《中

国研学旅行发展白皮书 2019》数据显示，家长对研学旅行

产品的品质意识有了明显提升，60% 的家长可接受 3000-

5000 元的研学旅行。巨大的市场空间下，却反映出研学产

品创新力不够、品牌意识淡漠等问题，当一种研学产品获得

市场认可，同类型产品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1.2 分析方法相对落后，传播体系亟需升级

传统品牌传播一般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通过在线下

线下调查问卷的发送与填写，获得一定范围内的受众意见。

虽然操作简单且有一定针对性，但需要的人力、财力和时间

较大，效率较低，与大数据时代企业对受众信息需求脱节。

今日头条、淘宝、抖音等爆款 APP 几年前就通过大数据算法，

抓取用户搜索及阅读信息，获得规模巨大的数据，了解更真

实的受众偏好和消费状态，进行更精准、更高效的信息推送。

而目前，大多数研学机构都是以官网、公众号为推广宣传平

台，内容简单，形式单一，技术滞后。

2.2 大数据为研学旅行品牌传播带来的机会

2.2.1 大数据助力教育产业品牌传播科学化

我国大数据与教育产业的研究大约起步于 2013 年，柯

清超在《大数据与智慧教育》中阐述到教育大数据汇聚了教

育领域的信息资产，是发展“智慧教育”最重要的基础。随

后，邢丘丹的《云计算和大数据环境下的在线教育交互研究》

也较早的提出了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为在线教育交互研究

带来的新机遇。党的十九大也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大数据驱动下，研学品

牌传播在分析受众、连接传播渠道、选择传播形式等方面将

产生巨大变化，传播升级势在必行。

2.2.2 大数据助力研学企业品牌传播精准化

大数据主要包括：交易数据、移动通信数据、人为数

据和传感器数据等，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研学机构能够对

目标消费人群进行用户画像，对品牌宣传实施跟踪分析，找

出当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优化研学品牌和目标消费者的

互动关系，增加双方黏性。相当于传统消费者分析的静态描

述，大数据分析不仅能按照年龄、性别、地区、收入等因素

进行划分，更能够精确了解消费者的行为痕迹，提供精准推

送，开展定制服务。

2.2.3 大数据助力研学品牌宣传多样化

如何在复杂的竞争中抓住消费者眼球，使其产生品牌

好感度并进行产品购买，宣传媒介和宣传方式的选择显得格

外重要。大数据时代，研学机构应依托微信、微博、抖音、B

站等新媒体进行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推广。笔者以“当代少

年品牌传播现状”展开的线上线下调查显示：研学旅行的信息

来源主要是新媒体平台中的海报和短视频，如：2020 年涨势

迅猛的视频号，通过在这崭新一圈层所展露的用户位置、年龄、

教育、职业、收入、家庭构成、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等个人标

签，分析用户属性，扩展研学品牌目标消费者，探索用户间社

交关系圈的延伸范围，达到传播效果的高效增值。

3. 大数据驱动下研学旅行品牌传播的策略升
级——以“当代少年”为例

3.1 大数据驱动下“当代少年”的传播理念

近年来，政府、企业和高校纷纷进军“大数据 + 教育”

领域，智能数据驱动精准教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基于这一

现状，“当代少年”通过对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洞察，在研

学项目名称、课程内容、特色体验等版块的打造方向应更为

明确，实现从“经验驱动决策”向“数据驱动决策”的理念

转变，通过传播大数据为当代少年研学的明星课程和主导产

品，提供可行性报告、竞品分析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使

品牌传播朝着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目前，当代少年研学包含浪口营地、日照营地、通航

营地、襄阳营地和海绵营地“5 大营地”和全辩会、犬博士、

研学实践、辩论赛事及编程赛事“5 大课程”。其品牌传播

策略的升级，要从更有效的消费者洞察，更有针对性的传播

策略开始，根据不同传播受众和内容，选择不同传播途径，

依据大数据和品牌属性等，开展企业宣传片、公众号软文、

课程短视频、直播等品牌推广，锁定精准用户群，拉长受众

对品牌的记忆时长和关注度，提升传播效果。

3.2 大数据驱动下“当代少年”的精准定位

大数据驱动下品牌传播的关键，是让企业广告在合适

的时间、通过合适的媒介，以合适的方式，分发给合适的人。

“当代少年”依据少年研学的受众特征，可以进行“当代少年”

微博、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等多平台的数据采集和个性

化营销。从“当代少年”现有新媒体传播矩阵来看，该品牌

有一定粉丝基础，但传播声量和新媒体流量较小。
新媒体平

台

粉丝

数量

内容数量 内容分类 传播效果

当代少年

公众号
10000+

原创推文 142 篇

转载推文 31 篇

视频 71 个

教育资讯、“楚少年”

实践课、研学记实、

喜报、最新研学活动

单 篇 阅 读 量 平

均 200 人次

当代少年

微博
20000+

微博数量 851 篇

视频 35 个

# 研学旅行 #

# 青少年夏令营 #

# 实践课 # # 足球 #

单 篇 微 博 评 论

多为 0，点赞一

般为 1-3 个
当代少年

抖音号
10000+ 视频作品 76 个

全辩会、当代足球小

将 / 足球夏令营

76 个 视 频 共 计

获赞 1.5W

当代少年

视频号
50- 视频作品 18 个

当代少年夏令营、

全辩会、暑假托管班、

智能科技三方擂台赛

18 个 视 频 共 计

获赞 7 个

（表 1 当代少年新媒体矩阵传播现状）

依据表 1 数据：目前的宣传平台中，“当代少年”公

众号更新频率较有保障，内容全面，是其品牌传播的稳定阵

地。“当代少年”微博粉丝虽然有 20000+，但更新频率较低，

内容以官方新闻为主，受众吸引力低，而视频号和抖音号在

内容和粉丝人数上，呈现出疏于管理的状态。为改变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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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当代少年”应进行自身社交账号数据抓取，并获得竞

争对手调查和消费者调查数据，通过综合分析来知晓传播难

的关键点，将传播内容和媒介进行精准定位，选择目标群体

乐于参与并且有利于塑造品牌的传播方式。以“当代少年”

视频号为例，借助大数据分析实时关注舆论走向，确定视频

主题与青少年及其家长兴趣的贴合度，提高“当代少年”品

牌关注度。当信息发布后，加强与网络用户的互动，以最快

的速度引导正面舆论。

3.3 大数据驱动下“当代少年”的传播内容

内容影响阅读量和观看时长。互联网时代，用户只会

根据自身习惯和爱好选择感兴趣或有用信息，因此，聚焦越

来越难，注意力越来越短。“当代少年”需要通过大数据技

术，提取研学用户的浏览痕迹、阅读或观看内容分类、停留

时长等，进行科学分析，筛选出用户关注度高的主题，进行

传播内容的策划与投放。如提取微信用户上传图片的类别、

拍摄地点、文字内容、浏览时间段等，分析其人口属性、社

交属性和内容偏好，帮助“当代少年”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

号进行更为精准的传播。同时，结合热点时事和家国大事，

策划传播内容，提升品牌关注度。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明星课程推广。洞察“当代少年”目标消费者

精准需求，在紧密结合当代少年的课程产品的前提下，策划

IP 形象及周边产品，加强研学少年对品牌的喜好度和黏稠

度。以品牌 IP 带动课程 IP，实现受众对“当代少年”的主

动传播。

其次，新媒体传播矩阵打造。“当代少年”现在拥有官网、

公众号、微博、抖音号等线上传播平台，其中运营最为有效

的是公众号，而同为微信平台中的视频号却未能有效运用。

2020 年“视频号”进入红利期，“当代少年”应结合其主

要传播内容“楚少年实践课”“足球夏令营”“全辩会”等，

进行传播策划，同时与其公众号进行联动。同时，利用大数

据进行朋友圈信息流广告的推送，实现“公众号 - 视频号 -

朋友圈”整合传播。

3.4 大数据驱动下“当代少年”的品牌服务

受众数据是资源，利用数据是能力，数据 + 服务是王道。

未来的品牌是一个连接生产力和消费力的智能系统，通过品

牌大数据实现资源的实时匹配、交换和调度。“当代少年”

品牌传播升级，除明星课程的研发，需要同时开展品牌服务

的开发：

第一，展示交互化。为品牌注入多媒体表达、交互感

应和情感体验，通过品牌体验和营销传播活动，让“当代少

年”变得更有趣，吸引研学用户的深度参与。

第二，产品平台化。向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让研

学产品的体验和购买更为便捷。建立在线平台，依附大数据

行为分析，为目标用户提供智慧服务平台。

第三，定位移动化。通过 LBS 技术和大数据技术，赋

予“当代少年”情景关联需求分析的能力，使品牌与消费者

的每一次接触都做到随时随地、应需而生。

第四，社交情感化。借助各类社会化媒体，为“当代

少年”打造人设，让品牌更为巧妙地融入用户社交圈层，

以人的方式与消费者沟通，使品牌成为用户社交聚合点。 
4 结论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习不是一个

等待被动灌输的过程，而是主动寻求知识和构建认知的过程，

研学旅行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及

全面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培养了中国少年的认

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而目前，我国研

学市场产品同质化严重，优质研学品牌屈指可数。因此，在

大数据驱动的今天，企业应看到并重视信息技术，研发真正

适合当代中国少年需求的研学产品，并以大数据为依托制定

精准化品牌传播解决方案。同时，以“研学”带动教育、旅游、

保险、交通等相关行业发展，实现全产业链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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