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研学旅行指导师”到“研学旅游指导师”
一字之差深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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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升温 抓住良机

作为策划、制订、实施研学旅游

方案，组织、指导开展研学体验活动

的人员，研学旅游指导师在更名的背

景下，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陈乾康认为，研学旅游指导师职

业其实是多个岗位的聚合，至少包括

研学课程开发设计、研学线路计调、

研学团队服务与管理、研学课程教

学、研学市场营销等细分岗位，一个

人是很难胜任的。他建议，未来的研

学旅游指导师，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

掌握各细分岗位的业务，成为多面

手；另一方面要多培养团队精神，成

员之间取长补短，各尽所能。

“就目前来看，研学旅游指导师

的数量和质量可能难以满足顺利开

展相关业务的需求。”衡水湖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俊杰分

析认为，尽管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

投身研学旅游行业，研学旅游指导师

的培养已经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重

要工作，为研学旅游行业发展打下人

才基础，然而，效果较好的研学旅游

是一名研学旅游指导师带领 3 到 5 名

学生，按此标准，目前研学旅游指导

师的数量仍存在较大缺口。

祖佳荣也认为，目前研学旅游

指导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不断提

升，随着研学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

各地都在加强研学旅游指导师的培

养和引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专业

人才缺口大的问题，但由于研学旅

游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因

此要求研学旅游指导师具备跨学科

的知识储备和综合能力，这仍是一

个挑战。

对此，马俊杰建议可以采取几方

面的措施，如，通过建立健全行业标

准和规范，制定明确的研学旅游行业

标准和规范；加强人才培养和培训，

提高研学旅游指导师的专业素养和

实践能力；加强行业监管和评估，建

立健全行业监管机制，强化对研学旅

游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和评估；推

动研学旅游产品创新，结合学生的年

龄、兴趣和学科特点，开发多样化、个

性化的研学旅游产品；加强与学校和

教育机构的合作，建立与学校和教育

机构的紧密合作关系，确保研学旅游

的教育性和实践性。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对拟发布生物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附件

中拟调整变更职业（工种）信息提出：将“研学旅行指导师（4-13-04-04）”职业名称变更为“研学旅游指导师”。

从“旅行”到“旅游”的一字之别到底背后有何深意？将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

从业者如何借势谋得发展？

自 2016 年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印

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以来，研学旅行被纳入中小学教育

教学计划，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研学旅行指导师”这一职业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向社会正式公示。

近年来，研学市场一片火热，但因

行业界定模糊，存在的行业准入门槛

较低、研学机构资质参差不齐、研学导

师资质认证混乱等问题亟待解决。如

今研学旅游指导师职业名称迎来变

更，业界普遍认为将带来利好。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

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名

称的调整，虽然一字之差，但从内涵、

外延上看都相对收缩。“旅行的概念要

更大于旅游，也导致非旅游部门均可

介入研学旅行这一行业。变更为研学

旅游之后，或许会将这一职业归口到

文化和旅游部门专门管理，有助于规

范研学旅游指导师的考证和工作，提

升研学旅游市场品质。”

在世界旅游联盟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王昆欣看来，“研学旅行是学校根据

区域特色、学生年龄特点和各学科教

学内容需要，组织学生进行的有计划、

有目的的校外参观体验实践活动，强

调通过实际体验来进行学习，强调学以

致用。研学旅游更关注让学生走出课

本，被视为一种教育创新形式，旨在开

阔学生视野、丰富知识，并培养学生的

生活技能、集体观念以及实践能力”。

同时，王昆欣认为，这一字之差会

带来三方面的变化，“管理体制上，可

能从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为主转变为旅

游行政部门管理为主；组织方式上，可

能从学校组织为主转变为市场导向为

主；市场结构上，可能从中小学生为主

转变为多年龄段旅游者”。

“‘行’和‘游’的转变，是对研学行

业更加标准及规范的管理，这一导向

明确了研学活动的性质，对下一步的

行业监管将起到推动作用。”新天钢工

业研学旅行基地运营经理祖佳荣认

为，文化和旅游部门作为文化、旅游领

域的主管部门，具有丰富的资源和经

验，能够更好地推动研学旅游的发展，

有助于旅游活动各方面的安全保障有

统一的政策及标准，相应研学活动的

安全性也将进一步规范，研学旅游市

场也会更加受到重视，主管部门的转

变将有助于推动研学旅游行业的高质

量发展。

“研学旅游更注重通过实践活动

让学生获得直接经验，它不再是一种

‘讲授和聆听’的学习过程，而是根据

需要，通过‘自主’进行学习和体验。”

王昆欣说。

额尔古纳市蒙源旅游文化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武晓辉结合内蒙古的情况

说道，旅行偏重行，即空间上的距离发

生变化。而旅游不只是空间距离上发

生变化，还包含其他重要意义，有更丰

富的内涵，以及更多的目的性。“用词

变化意味着，研学的过程不仅仅是离

开学校，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加

丰富的知识、经验，收获更多的结果。”

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业界提出了新

要求。“中小学生政策性研学的指导师

和研学基地（营地）应该进一步研究教

育规律，掌握教育需求，让课程和活动

更好地服务于中小学生教育。相反，

从事寒暑假市场化研学的企业和指导

师，则主要根据研学市场需求来设计

研学旅游产品，弥补‘旅行’弱化后异

地化研学市场空缺，助力研学旅游进

一步做大做强，获得高质量发展。”四

川师范大学劳动和实践教育研究院院

长、四川省导游协会会长陈乾康说。

祖佳荣认为，从“行”到“游”的确

将带来研学市场的转变，由之前的中

小学生研学活动变为全年龄段的用

户覆盖，有助于解决相应的淡旺季研

学问题，提升研学基地的营收。在她

看来，“这种转变也对研学产品及服

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学基地必须

升级研学内容、提高研学质量来满足

不同群体的需求。作为研学基地，同

时也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我们一

直致力于为大众普及钢铁知识，希望

研学活动的大众化能够将钢铁知识

一键直达，吸引不同的群体前来开展

研学活动，同时我们也会加强软硬件

的提升，更加规范运营，满足研学活动

需求”。

厘清概念 规范管理

重视体验 迎合变化重视体验 迎合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