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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导师在研学中的作用
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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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是人才竞争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推进，各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
教育方式和手段层出不穷，研学旅行作为一种实践育人、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新途径逐渐被推广开来。加之，近些年来，我

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文化素养不断提高，人们有意识、有条件地加大了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资本支持孩

子参与多种多样的研学旅行活动。基于此，如何通过研学旅行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备受教育理论界和实践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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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的研学旅行是学校、专业户外教育机构、
旅行社三方联合起来做的。学校提出研学旅行的目标诉求，
户外教育机构提供具体线路设计，旅行社充当地方导游，安
排全程吃住行等事宜。在西方，户外学习已成为青少年生活
的一种传统。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澳大利亚、日本等，
各种户外学习、修学旅行已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必修课。有些
专业的营地教育机构、国际夏令营学校等，已成为支撑这个
体系健康运转的重要部分。

一、研学导师内涵
研学导师不同于导游员，导游员一般的服务对象是普通

游客，主要工作是为其提供导游服务、讲解服务，为其安排
好行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各项服务。研学导师
作为旅游行业中的新兴职业，其服务对象主要为中小学生，
主要工作是在为中小学生提供旅游服务的同时，还要提供研
学实践教育服务。因此，研学导师是一个全能型的职业人员，
它应该具有导游人员的带团与控团能力以及教师的教育知识
能力。研学导师在带领研学实践团队时，应当具有专业的旅
游素养和教育素养，能够厂解中小学生身心健康、身心成长
特点和身体素质等必要的品质，能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综上所述，研学导师是一个既具有导游服
务能力又具有教育教学水平的新兴职业人员，它服务于中小
学生群体，是研学实践工作中的带队核心人物

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中小学生研学实践的发展火爆，
中小学生研学市场对研学导师这一新职业的需求量只会越来
越大。随着研学实践的不断开展，中小学对研学导师也会有
更高的要求与标准。

二、中小学研学导师的重要作用及现状
专业的研学人才是保障研学旅行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而研学导师是目前开展研学旅行最稀缺的人才。所谓研学导
师，既不同于学校的专职教师，又区别于景点的普通导游，
而是承担研学旅行的研发设计、活动组织、内容讲解、引导
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和体验式学习的专业人员。因此，研学
导师需要兼具教师和导游的双重功能，需要巧妙地将研学内
容、旅行知识和人生智慧等元素融入到研学旅行过程之中。
它是一个综合体、全能型的职业，对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需
要经过专业系统的培训。

随着研学旅行的日益标准化，关于研学旅行导师的培训
和资质的考核问题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持证上岗己然成
为研学旅行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多地方尝试试点性培训。然
而，现阶段国家并无明确规定研学导师必须持证上岗，因此
整个研学培训市场较为混乱，“多证并存”令人良萎难辨，具
备专业素质的研学导师极为医乏，这就导致研学旅行中教师

的指导不科学、不到位，实施效果不佳。

三、提升研学导师研学效果的策略探索
（一）多方合作培养研学导师
首先，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引领作用。政府部门应出

台研学导师考核培训的具体规定，如研学导师的学历规定、
专业需要、实践经验要求以及具体匹配素质等，引导、鼓励
高校从事专业培训工作。其次，各个学校要组建自己的专业
研学导师团。小学的研学导师可兼职，也可专职，有条件的
学校可组建专业的研学团队。无论研学基地的专业人员、研
学机构的工作人员亦或是高等院校的相关专家，都可以为研
学旅行的开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在专业研学导师团队中，
从前期研学政策的宣传引导、研学学情的调查、研学规划的
制定、研学课程的开发、研学路线的设计等到研学旅行开展
过程中的组织管理，再到研学旅行之后的效果评价，均因其
所长，设置专人专岗，实现研学旅行的“一站式”全方位服
务，这样既减轻了任课教师兼职带队研学的压力，又切实提
高了研学的专业性。
（二）研学旅行切实保障小学生主体地位
学生是研学旅行的主体，确保每一个生命体的身心充分

参与其中并有所收获是研学旅行的理想化追求。因此，研学
旅行各个环节都要落实以学生为本。首先，要考虑学生实际
并赋予学生选择权，在行前应联合家委会，做好充分的学情
调研，从研学主题、研学内容、研学路线、活动安排等各个
方面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情况和兴趣特点，倾听学生的
声音，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和需求。尤其是研学主题的确定，
更要确保学生的主体性。当前的研学旅行大部分以主题的形
式开展，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才能积极参与，确定研学
主题教师既不能自作主张包揽包办，亦不能撒手不管、听之
任之，应做到有的放矢，分级放权。

四、结语
在研学旅行中，研学导师不应再只注重用纪律约束学生

的行为，让其机械服从既定的研学安排，而应该创设民主、
平等、和谐的研学氛围，真正走近学生，倾听学生的声音，
实现和学生平等对话，学会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尊重学生
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学会利用自身的教学智慧和教育机智
多为学生创造“研学机会”，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和发表意见，
给予学生充分舒适的空间，把研学主角的位置真正交还给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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