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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的
“沸腾”之下需要冷思考

◎ 记者 贾 露

市场：规范标准、分类监管
发展至今，研学游这个千亿级市场已

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产业链：上游的资

源供应商-中游的研学游企业-下游的学校

和家长。从上游的课程设计、市场主体资

质，到中游从业人员的资质、安全性，再到

下游市场的合理对接等，都该有全面且系

统的界定。

针对行业乱，建议由教育部、文化和旅

游部等多部委联合牵头，协调各部门，尽快

出台研学旅行管理办法。一方面统一研学

游标准、分类管理。重点在于研学机构的

资质准入、课程的标准性和规范性，研学服

务的质量和行程的安全保障等。另一方

面，规范管理“研学培训指导师”培训机构，

遏制乱收费、违规培训、乱发证现象，尽快

出台国家标准，制定研学旅行指导师职业

技能标准和详细的申报条件。同时，健全

安全保障措施，加强安全意识和安全培训，

制定完善的安全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以

确保研学旅行活动的安全性。

企业：“研”与“学”，要兼顾
研学游被视为“行走的课堂”，这其中，

“研”是基础，“学”是目的，“游”是载体，要

做到“研”有所得，“学”有所获，就需要有一

个完备的课程体系来支撑，否则，也终究只

会是“研”了个寂寞。

构建系统化的研学产品至关重要，可

针对不同的研学旅行资源，以市场为导向，

结合学校教学要求，创新开发不同类型、不

同体验、多层次的研学旅行产品，推动研学

与旅行的有机结合和深入融合。

此外，“学”知识最紧要的是科学的引

导和正确的教育，“研学旅行指导师”便是

这个行业背景的产物。从字面上看，我们

很容易把“研学旅行指导师”理解成导游，

觉得他们就是带着孩子们参观浏览、讲解

知识的，其实，若单单只是做一些景点讲

解，也就违背了研学游的初衷。“研学旅行

指导师”本质上属于教育属性，是“教育+”

为主导，而不是“旅行+”为主导，这支队伍

的培养至关重要。

家长：辨良莠，需理性
当下，品类繁多的研学游产品让家长

们眼花缭乱，希望孩子在旅途中有所收获，

还要保证安全、考虑性价比，许多家长由此

陷入“选择困难”。对此，业内人士提醒，研

学游产品的选择，其实有章可循。

选择研学团时，家长们不要盲目听信

广告宣传，而是要通过看“课程”、看资质、

看配置的方式仔细辨别。此外，家长们也

要以自身需求为主，选择适合的研学产品，

在保证安全出游的前提下，注重产品的时

效性、体验性和差异性，达到教育与旅游

“1+1＞2”的效果。

热闹的表象下，一些研学游产

品却悄然变味。

乱象1：价高质低
当下的研学游项目，价格至少

也要五六千，还有一些打着名校研

学游的项目收费更是动辄上万。记

者通过联系多个研学机构、对比部

分研学项目发现，当下的研学游市

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校在教

学计划内安排的市内“一日/半日研

学游”产品，如博物馆研学、科学自

然探索体验等；另一类则是由旅行

社或研学机构设计路线并组织的跨

省市“多日研学游”产品，这也是目

前研学游市场主要采取的方式。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价格

方面，当下研学游市场并没有一个

统一标准，一些所谓的研学游，其主

要行程安排与普通旅游团路线基本

一致，只不过一旦加上“研学”二字，

费用往往就要比普通旅游团高出数

千元。他透露，有相当一部分项目

都是同行间互相抄袭，缺乏教育性

和实践性，这在中小学年龄段的研

学游产品中显得尤为明显。

通过搜索飞猪、携程等 OTA 平

台的研学游产品，记者注意到，以当

下深受欢迎的研学目的地、古都西

安为例：市面上4天3晚的旅行团定

价普遍在 3000 元左右，然而，当西

安被贴上“研学”标签，在旅行团普

遍包含的打卡古城墙、陕西历史博

物馆、大唐不夜城、秦始皇兵马俑博

物院等项目的基础上，加上秦文化

体验、兵马俑手作及《诗词飞花话长

安印象》和《国宝书法鉴赏》两节“重

磅鉴赏课”后，价格立马翻了一番，

直奔9880元。

定价随意，收费不菲，是研学游

消费者“踩雷”的一大“重灾区”。

乱象2：游而不学
相比价格，研学项目被家长们

诟病更多的是，花了大价钱，实际内

容却与宣传不符。杭州的李先生是

一名大学教师，同时他也是一个五

年级孩子的家长，这个暑假，他花了

6000 元给孩子报了为期一周的北

京航天主题研学团。“平时我跟孩子

妈妈都很忙，没时间陪他，我们想着

给他报个研学游，让他在旅途中学

点知识，锻炼锻炼生活能力。”李先

生告诉记者，事实上，整个研学游跟

他们的预期相差甚远。“孩子回来反

映，整个行程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

在路上，再就是走马观花跑景点，所

谓的研学游和旅游观光相差无异。

更夸张的是，团里的孩子各个年龄

段都有，整个过程乱糟糟的。”

李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另有

网友爆料，有研学机构口头承诺可

以“逛清华校园”“与清华学霸交

流”，实则仅在学校门口拍照“打

卡”，或带学生进入附近的科技园

区 ，将 园 区 谎 称 为“ 清 华 新 校

区”⋯⋯家长们本希望通过名校研

学让孩子们感受大学的学习氛围，

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殊不知，孩子

们连校门都未能进入。记者了解

到，清华和北大均只对中小学群体

开放团体参观，明确要求预约主体

为中小学或教育主管部门，各类声

称可以入校的商业游学团，皆是通

过各种非正规渠道预约入校。

游而不学，名不副实，是研学游

消费者“踩雷”的另一“重灾区”。

乱象3：安全、“师质”难保障
浙江宁波一家长反映，在给孩

子报名暑期研学游后得知，参团期

间，孩子行李箱无法打开，带队老师

并未及时处理导致孩子多日未洗漱

和换洗衣物。研学游结束后，其联

系机构负责人反映情况，但负责人

以不知情为由推脱。此外这位家长

还发现，机构在未告知家长的情况

下私自更换孩子宿舍，且由于看护

不周导致孩子在宿舍遭到霸凌。将

捧在手心的孩子送到研学老师手

中，令不少家长感到忧心忡忡。“无

论以哪种形式开展研学游，安全始

终是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

目前，研学市场并未对教师的

个人资质进行硬性要求。去年，人

社部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中增加了“研学旅行

指导师”这个职业，意味着研学老师

有了官方认可的“身份证”。而据业

内人士透露，目前，市场上出现众多

“考证培训机构”，交 1500 元就能获

取“研学旅行指导师”证书考试的精

准题库，完成线上培训后就能拿到

教育部认证的证书。

安全保障的缺位，师资的良莠

不齐，成为研学游消费者“踩雷”的

又一“重灾区”。

“你家孩子研学游了吗？”这几乎成了这个暑假家长间聊得最多的话题。据携程提供的数

据显示，今年研学旅游产品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超30倍，7月环比上月增长280%；同程旅行发

布的《暑期旅游趋势报告》数据也显示，7月以来，同程旅行平台“研学”相关旅游搜索热度环比

上涨 203%。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研学游，俨然成为暑期“新宠”。然而，研学游市场持续升温

的同时，却是各种乱象频发。如何为孩子们的研学游“保量又保质”，值得关注和思考。

研学游市场缘何如此火爆？

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

早在五六月份，一些热门的研学游

产品就已被抢购一空。也就是说，

家长们在暑假前 1-2 个月就把孩子

的研学游安排好了。区别于一般意

义上的传统旅游产品，“研学游”寓

学于行、寓学于游，近年更是成为许

多孩子的假期“标配”。有部分家长

透露，今年的研学游产品几乎没有

折扣，而即便这样，很多团一经推出

就被抢购一空。

研学游市场的火爆，着实让人有

些意外，但其实，稍作分析也便不难

理解了。首先，是因为在今年文旅

行业快速复苏的大背景下，各地纷

纷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的方式来扩

大旅游内需；再就是因为众多家庭

积压几年的出行需求在这个暑期得

到了集中释放，成年人有出游需求，

未成年人暑期的出游需求也很旺

盛。而今年的特殊性还在于，“双

减”政策落地后，家长们更希望通过

旅行的方式让孩子的暑期过得有价

值，于是便促成了研学游的火爆。

重游轻学、名不副实为哪般？

研学游

对策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中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设

想，2018 年起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或营地全面推行，迄今为止，研学游已在国内发展了 10

年。回看2014年，全国研学旅游行业市场规模仅40亿，而据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至2023年

全国研学游行业市场规模将达令人咋舌的1469亿元。从40亿到1469亿，短短不足十年间，研学游市场的发展

已呈“井喷”之势，势不可挡。然而，在“研学游”的热浪下，市场的亢奋让很多人失去了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