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外研学暑期受热捧
“热起来”之后，如何更好“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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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推动规范发展

旺盛的需求推动了供给侧的创新发

力，研学市场呈现出产品、空间与经营主体

的多样化特征。记者查阅各线上旅游平台

发现，研学产品的价格从二三百元到 10 万

元以上不等，除了短途和长途的区别外，也

体现在人数和内容的差异上。随着研学市

场的火热，不少机构在假期推出了更加丰

富和多元化的研学产品，将自身特色资源

融入研学课程中，更加注重实践、互动和创

新。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户外的研学

能够带来新奇刺激的体验，但其中的安全

问题，也是不少家长关心的焦点。

7 月 5 日，浙江省教育厅

印发《浙江省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课程指南

（试行）》，明确要

求研学旅行课程

分为六大类，其

中体验类包含

户 外 拓 展、野

外 生 存 ，需 要

具有教育性、体

验 性、综 合 性、

现场性。省教育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课程指南》明确，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对学校、研学实践基地营地

的研学旅行课程进行指导和管理，

负责审查研学旅行课程，评估反馈研学旅

行课程实施质量。因此，研学旅行也将迎

来更为规范的发展。

注重顶层设计，通过建章立制打通研

学旅游全产业链条，才能让这股“研学热”

持续燃起来。戴斌表示，教育部门和文化

旅游部门要联合对研学内容和研学指导师

进行必要的审核。2022 年，“研学旅行指

导师”已作为新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

典》，但旅行指导师应接受何种培训、具备

哪些素养、如何取得资质，尚需进一步论证

实践。

市场层面，徐虹认为，要引导企业转型

升级，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加强研学产品的

开发设计，以满足研学旅游多元化、个性

化、体验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关键在于

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研学需求进行个性化

开发，同时要整合资源，行业要有开放观、

市场观和共建共享的理念。这样方能实现

‘书生意气的研学，家国天下的旅行’。”徐

虹说。

今年暑期，亲

子研学类旅游产

品备受欢迎，订单

同比增长七成。

相 关 旅 游 平

台发布的数据显

示，“出门看世界”

在刚开始的暑期

呈现出巨大热度，

一定程度上代替

了 补 习 班 、兴 趣

班，研学旅游市场

“水涨船高”，暑期

旅游市场保持稳

步增长。其中，亲

子用户成为绝对

主力，研学类产品

备受欢迎，订单同

比增长七成。

不过，迅速增

长的需求，考验着

文旅行业的应对

能力。如何进一

步优化服务、规范

市场，满足大众对

高质量研学产品

的需求，成为值得

深思的问题。

在浙江今年的暑期研学市场出现一个有

趣的现象，在体育类相关暑期班中，除了游泳、

攀岩、轮滑等传统项目继续受到欢迎之外，在

清凉河水中溯溪、去广袤沙漠中徒步等以户

外、自然为关键词的研学新赛道同样异常火

爆，甚至出现“一位难求”的现象。

“今年在天目山的夏令营非常火爆，七月

份的班早就已经报满了。”浙江临安一家以自

然教育为核心的研学机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暑期的第一期夏令营目前已经开始，最受欢

迎的项目自然是溯溪，最近天气很热，孩子们非

常享受在水中畅玩的时光。溯溪的爆火，从某

电商平台的数据也可看出，618 开卖至今，溯溪

鞋搜索量同比增长103%，成交同比增长140%。

“坚果部落”的负责人张兆博则表示，暑期

户外项目在江浙沪的这个暑假可谓遍地开花，

以户外教育和家庭教育为核心的整合教育机

构变得十分抢手。产品也新颖了许多，比如

“远征营”为例，内容包含了沙漠徒步、户外生

存、了解沙漠自然地理知识，以及参加公益植

树等内容的项目。今年暑假，将举办十多期，

已经吸引了300多人参加，比起2016年仅仅17

人参与，可以说

迎来了 20 多倍

的增长。张兆博

发 现 ，从 参 加 效

果来看，有时候孩

子 的 沙 漠 徒 步 体

能远超大人，对于野

外环境的适应也强于成

人，使得该项活动对于增

进亲子感情、展现孩子独立能

力以及锻炼孩子体能等方面均有很好

效果。

对于产品开始多样化，“好奇飞行”研学服

务商邵先生也有同感：“研学萌芽阶段时，接受

并参与进来的人数较少，各研学机构、旅行社

的竞争压力较小，研学产品相对单一。”

近年来，在我国多项政策支持研学旅行、

义务教育“双减”的背景下，父母的教育理念随

之发生改变。“现在很多家长觉得研学已成为

假期的必选项。比起禁锢在书本中，他们更倾

向于让孩子在路上，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

大自然去学习。”

研学旅行产品与传统的旅行产品不同，其

以体验式教育和研究性学习为主要形式，内容

重在“研”和“学”。

根据原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

规范》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研学旅行活动的承办方应具有旅行社业

务许可经营资质，研学旅行活动需配置一名项

目组长，每个研学旅行团队至少配置一名安全

员、一名研学导师、一名导游人员。

然而，目前市场上部分经营者资质不全，

安排的随队人员缺乏相应的资质能力。部分

研学旅行出现“游而不学”以及研学体验质价

不符的情况。有的研学产品说是清北研学团，

却只是在校门外打个卡；有的研学旅行日程安

排变成“开盲盒”，很多研学旅行宣传手册上的

景点都没有预约到。

江苏省消保委此前发布的调查显示，研学

游问题主要集中在研学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出

行服务偷工减料等方面。调查发现，48.5%的

消费者认为名校、博物馆打卡教育效果不佳；

34.3%的消费者认为只游不学或只学不游，效

果打折扣；49%的消费者反映存在价格虚高、货

不对板情况。

“目前，研学市场供给依然远远跟不上需

求的增长和变化。”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院长徐虹表示，传统的旅游企业处在转型之

中，新兴的研学机构又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市场

的需要，出现了供需之间不匹配，这是导致研

学市场鱼龙混杂的原因。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此前表示，研学

游处于起步初期，由于缺少行业规范，研学市

场存在价格不透明、讲师专业资质难考核等问

题，政府监管部门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市场需求旺盛开辟新花样

警惕日程安排变“开盲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