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专注于定制旅游领域的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今年暑假，游学产品占

据了旅游市场的半壁江山。“目前，越来

越多的家长倾向于通过旅行的方式让

孩子们拓宽视野、增长学识。”他介绍，

这些产品不仅保留了传统的景点游览、

美食品尝和文化探索活动，还策划了名

校访问、博物馆精讲以及在地文化体验

等活动。“很大一部分家长因工作繁忙，

同时又想让孩子利用假期出去走走看

看，在游玩的同时拓宽视野、增长见

识。研学游就比较能满足这一部分家

长的需求。”

有需求就有市场，需求的增长让各

类研学游机构应运而生，进而催生出众

多研学产品，另人眼花缭乱。记者在互

联网平台就“火箭发射观礼”研学产品

进行了查询，发现在不同的销售平台，

价格差异显著。一些“一日游”套票售

价约 400 元，而“VIP 观礼”套票售价约

2000 元。此外，还有自称可提供更多行

程和更优观感体验的“航天亲子研学

营”，售价竟高达 5000 元上下。在深入

了解每个产品后，记者发现，几款“火箭

发射观礼”研学产品，其内容和形式普

遍大同小异，基本都是以观礼和科普

活动为主，最大的区别就是价格较低

的套餐通常被安排在距发射点较远的

居民楼或公共海滩观礼，而价格高的

套餐，观礼点则会距发射点相对近一

些。网友张先生（化名）在社交平台留

言，“花 4888 元购买了观看火箭发射的

亲子内场套票，没想到却被旅行社带

到了发射点周边的居民楼楼顶。真的

很糟心！”

“实际并没有像宣传时说得那么

好，孩子只是出去玩了一圈，远未达到

预期的研学效果。”胡女士（化名）花了

9000 元为女儿报名了七天六晚的“探索

西安文化宝藏”的研学之旅。可女儿回

来吐槽，每天都在赶路，根本没有足够

的时间深入了解和体验当地文化。更

让胡女士感到气愤的是，所谓的“专家

讲座”不过是几个简单的介绍，缺乏深

度和互动性。她表示，有种交了“智商

税”的感觉。

杭州某知名研学机构负责人说，

“有些研学机构在宣传时刻意夸大，甚

至对宣传单上的文字、图片等信息进行

过度‘美化’，作出的‘承诺’也往往缺

乏科学依据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他

表示，打造研学产品的内在价值，是提

升研学游内涵的关键。“研学游不仅仅

是一次简单的旅游，我们要做的是通

过深入挖掘各类资源、结合不同年龄段

学生的需求，开发出具有教育意义的研

学产品。真正让学生‘游中有学，学有

所得’。”

“研学机构应当与消费者保持有效

沟通，以提升服务品质。”云游文旅集团

董事长、游侠客联合创始人叶万红认

为，游客的满意度是促进研学游市场健

康发展的根本。他建议，研学机构可以

建立完善的评价平台，打通社交展示渠

道，为家长和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分享

的平台，“健全的评价体统，不仅有助于

学生和家长畅言，也能有效提升研学机

构的服务品质，提高游客的满意度，从

而促进研学游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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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热潮之下的“冷思考”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之下，普通

的旅游产品被披上了研学的“外

衣”，充斥于市场，搅得研学这片

水域浑浊不堪。热潮之下，家长

的无奈，行业的“痛点”，不禁引发

我们深思，研学游市场究竟该如

何规范？

近年来，中国的研学游市场经历

了迅猛的发展。据艾媒咨询发布的数

据，预计到 2026 年，市场规模将增长

至2422亿元。

“研学”这一概念首次得到明确界

定是在 2016 年。在教育部及其他 11
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研

学”指的是通过集体旅行和集中食宿

的方式，将研究性学习与旅行体验相

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

近年，国家积极推动研学游的发

展。教育部多次发文强调研学旅行的

重要性，并将其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

计划。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应政

策，支持研学游项目的开展。这不仅

为研学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

相关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然

而，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一些问

题。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

今年年初发布的 2023 年度消费投诉

分析显示，去年全年，浙江省消保委系

统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6.65 万件，其中

研学培训方面的投诉问题较突出，投

诉主要集中在：定价随意、资质欠缺、

课程质量不佳、服务参差不齐、行业规

范缺失等问题。

一 面 是 看 似 火 爆 的 千 亿 级 市

场，一面是丛生的乱象。除了行业

的自律，市场的科学监管显得尤为

重要。

“一旦收到研学旅游投诉，我们将

立即核实并严肃处理。”浙江省文化广

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

起，浙江已发布文件成立联席会议机

制，提高准入门槛，确保市场合格专

业。“未来，将继续着力规范研学游市

场，加强监管，提升信息披露和服务质

量，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中 国 旅 游 研 究 院 院 长 戴 斌 认

为，要做好研学旅游这项工作，需文

化和旅游部门以及教育、科技、文物

等部门联手，让监管通过服务标准

规 范 ，实 现 全 链 条 、全 环 节 、全 覆

盖。他指出，要重点关注研学游行

程中游而不学、质价不符，特别是安

全保障方面的问题。“不要去简单地

把研学旅游功利化，更不能让我们

的学生变成到处打卡的‘特种兵’，

要把研学旅游当成提高我们综合素

质的有效路径。”

暑期过半，研学游市场却依然保持着高涨的热度。据携程发布的《2024 暑期旅游市场预测报告》，今年暑期，亲子研学产品订单量增七成。飞猪数据

显示，7月以来，与研学游相关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超60%。近年来，研学游受中小学校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和推崇，特别是去年，旅游市场复苏，研学游市场

反弹迅猛。在这一强劲需求推动下，产品的多样化和定制化成为今年研学游行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研学游，“研”值何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游让

学生在假期中拓展视野、拓宽眼界。

然而，市场乱象导致当前的研学游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加之行业标准的缺

失，亦有一些“老生常谈”的长期问题

亟待解决。那么，研学游的价值究竟

何在？其“痛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

面？又有哪些新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受青睐的“小而美”
——“在旅行中，能够得到体验式

的教育和学习，是极具含金量的

‘研’值所在。”

“目前，家长在挑选研学项目时，

已不再满足于表面的游览，而是越来

越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丰富体验和

互动性的项目。”去哪儿研学相关负

责人表示，现在，家长们的选择越来

越精细，他们不仅仅关注课程的质量

和师资力量，还开始注重课程的多样

性和个性化。“这就越发考验研学机

构的专业性了。”

市场需求的明确化和理性化催

生了研学游市场的变化，一个显著的

趋势，便是市场的细分化。“现在的旅

游市场,很多人已不满足于‘到过’,而
是更关注旅程中的获得感和体验

感。”一家专注做私人订制旅行服务

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一个小家

庭为单位订制路线的趋势，已延伸到

了研学游板块，“一些家长希望孩子

能够亲身体验他们心仪的高校环境，

同时在当地进行游览；也有一部分家

长则期望孩子通过海外研学之旅来

提升外语能力、社交能力等等，有这

些个性化需求的群体，往往倾向于选

择特定区域的深度旅游项目。”该负

责人表示,这两年亲子研学游项目已

占其公司整体营收的六成以上，其中

定制研学游产品增幅明显。

随着研学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

越多细分市场开始涌现。除了传统

的高校参观和文化名胜游览，见证一

次火箭的升空、观看一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表演等独特体验，也都被纳入

研学游产品中，这些“小而美”的特色

研学项目深受市场欢迎。

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家和地

方政府都加大了政策支持和布局力

度。日前，五部门发布《关于打造消

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

施》，提出培育文旅体育消费新场

景。从积极打造红色旅游、研学旅游

等业态方面部署，打造一批有影响力

的主题旅游精品线路。各地也积极

挖掘自身特色，打造研学线路。如：

浙江省提出推动工业旅游与研学教

育、高新技术、文化创意等融合发展；

云南省遴选了10条研学线路，涵盖自

然科学、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多个

领域；四川省提出将认证一批品牌研

学旅游基地营地、承办机构和产品线

路⋯⋯

“虚火”之下的乱象
——“研学游行业要在研学产品的内涵上下足‘功夫’，在服务品质的提升上

练好‘功夫’，真正为研学游市场‘祛虚火’。”

▲在南京城墙博物馆，一学生正近距离观察城砖铭文。图源：人民图片

▲老师在故宫内为学生们讲日晷的使
用方法。图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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