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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游迎热潮研学游迎热潮      市场亟需规范市场亟需规范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读 万 卷 书 ，不 如 行 万 里
路。进入暑期，研学旅游也随
之迎来旺季。

从整体上看，研学旅游热
度仍居高不下，但家长对研学
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消费
回归理性，有助于倒逼产品进
步。同时，研学旅游火热也激
发了各研学热门目的地的热
情，其纷纷整合文化资源、探
索新业态。不过，“学”与“游”
二者如何平衡关系仍是尚未
解决的“老生常谈”问题。

消费者回归理性
对产品要求明显提高

近年来，研学旅游颇受追
捧。其主打寓教于乐，强调学
生的亲身参与和观察；同时通
过集体生活的历练，拓展学生
的认知和思维，培养实践能
力，被视为素质教育的“第二
课堂”。已有越来越多的家长
希望利用暑假让孩子在轻松、
愉悦的旅途中学到知识、增长
见识，“一头连着课堂，另一头
连着广阔自然与社会”的研学
游成为消费热点。

暑期历来是研学旅游的
高 峰 期 。 携 程 发 布 的《2024
暑期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
示，今年暑期，亲子研学类产
品仍然备受欢迎，相关产品订
单同比去年增长 7 成，价格与
去年基本持平。其中，北京、
上海、四川、内蒙古、宁夏、贵
州、云南、新疆等为国内热门
游学目的地，目前部分热门线
路已经售罄。海外的英国、美
国等长线游学路线，以及新加
坡、泰国等短线游学路线颇受
欢 迎 ，插班研讨、名校参访、
亲近自然等各类主题游产品
销量靠前。

不过，也有不少地方的旅
行社从业者反馈，以实际成交
量来看，今年的研学旅游市场
热度并未达到预期。同时，越
来越多的家长会挑选一些偏
重人文、历史、自然、美育的线
路，以及一些体验性强、互动
性强的项目。换而言之，家长
变得更“聪明”了。

而从消费端来看，家长对
于研学产品的要求有了明显
提升。“以往，我几乎每年都会
给孩子报团研学，但是今年，
我还在观望。”山西太原家长
孙淼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她
想再查找、挑选一下是不是有
内容更活泛、比往年更新颖、
价格也更合适的研学团，如果
有，还能让孩子赶上 8 月份的
出行期。

“总体上看，今年研学旅
游依然十分热门，但相对于往
年而言有所降温，这亦是一种
消费者回归理性的体现。”海
南省旅游协会研学行业分会
秘书长、海南大学国际旅游
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谢祥
项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称，今年的研学旅游产
品主要在价格上有所下调 ；
消费者在目的地选择上则更
加多元化和多样化，会尽量
避开往年产生拥堵高峰的省
份和城市。

尽管从整体上看，今年研
学产品价格已下调，但对不少
家庭来说仍是一笔大支出 。
此前，有关“家长月入一万不
够孩子研学游 7 天”的话题引
发了广泛关注。中国城市报
记者浏览各在线旅游平台和
旅行社的报价发现，7 天左右
行程的研学旅游产品价格在
五六千元及上万元不等；若出
境的话，则万元起步。对此，
不少家长呼吁，希望研学旅游
的价格能够更“亲民”、更“接
地气”一些。

各地积极探索新业态
丰富研学游市场供给

研学旅游火热也激发了
各研学热门目的地的热情。

北京作为传统亲子游热
门目的地之一，已陆续推出众
多亲子产品、游览线路，吸引
游客前来游玩体验。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通过统筹全市
暑期重点活动，推出缅怀致敬
红色游、炫酷工业科技游、长
城古迹探寻游、月光北京欢聚
游、访古探幽文博游、绿荫戏

水避暑游、演艺之都沉浸游、
双奥文化体验游八大系列主
题活动。

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透露，北京文旅生
活季期间，全市多家景区、酒
店、民宿等文旅场所和经营单
位，皆推出面向学生等群体的
专属优惠活动和措施。

除北京外，其他城市也纷
纷整合文化资源，积极探索新
业态，丰富研学旅游市场供
给。例如，四川推出特色玩
法，探秘文化遗产、领略巴蜀
山水，邀请游客畅游一“夏”；
海南暑期“海岛夏令营，研学
游天涯”主题活动在 12 条精
品研学线路中，专门策划推出
了“活力海南”体育赛事之旅，
包括冲浪、帆船等时下大热的
时尚运动项目；江苏发出“夏
天的邀约”，10 条江苏省文博
场馆研学游精品线路串联起
各级各类大中小型博物馆，让
游客在行走中感受江苏地域
文明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部门
也尽可能地保障和提升游客
的体验。一直以来，博物馆、
红色景点都是研学游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着天然的资源优
势。7 月 1 日，国家文物局就
发文指出，要引导观众通过正
规渠道参与研学活动，暑期重
点场馆、热门场馆可适当延长
开放时间。

据了解，今年暑期，北京、
上海、苏州等地以游客为中
心，除个别重点景区外，推进
景点、博物馆全面取消实名预
约 制 ，并 增 设 遮 阳 避 雨 棚

（伞）、休息座椅等降温避雨设
施。这在进一步提升当地博

物馆、景区人气的同时，也大
大丰富了游客的体验。

研学游新业态发展
仍应重视教育本质

尽管研学旅游受到广泛
欢迎，但市场鱼龙混杂，仍不
乏定价随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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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及研学旅游的痛点，谢
祥项表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
是研学旅游产品建设中的课
程研发和执行问题，以及研学
指导师履职能力不足、市场价
格管理不善等。“研学课程研
发在总体上无法满足以中小
学生为主体的研学需求端，尤
其在知识性、科学性和教育性
方面需要加强；研学指导师则
需要加强在执行课程过程中
的教学能力、管理能力；而市
场价格目前处于相对偏高的
状态，特别是出境研学旅游产
品，这方面也需要有所调整。”
谢祥项说。

同时，谢祥项还称，当下
研学旅游业也展现出一些新
特点，比如突破了中小学生的
主体范围，扩大到大学生、成
年人市场，呈现出全龄段的新
态势。

不过，新态势也难掩“老
问题”。时至今日，市场上的
研学产品仍存在“学”与“游”
关系不平衡的情况，二者究竟
该如何实现平衡与统一？

在谢祥项看来，“游而不
学”和“学而不游”的现象是并
存的，二者之间的平衡取决于
不同主体对研学旅游的理解，
比如学生希望“游”更多一点，

家长则希望“学”更多一点。
“研学旅游是拓宽学生视

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
重要校外实践活动，要让研学
旅游回归教育本质，需要形成
全社会的合力。”江苏理工大
学科技园常州旅游创新发展
中心负责人王聪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关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组织研学
旅游机构的监管，学生和家长
在选择研学旅游产品时，也需
要重视自身权利的保护，不要
轻信机构的宣传承诺。未来，

“学”与“游”关系的平衡与统
一，以及研学游市场的良性发
展都离不开行业规范的健全
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因此，可
通过专门的研学培训，增强教
师在研学设计与组织、风险管
理、团队合作等方面的知识和
技能，确保活动的安全、有效
和可持续；建立健全相关的评
估和考核机制，要求学校必须
确保研学活动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

其实，相关部门早已注意
到这个“老生常谈”问题。目
前，部分城市已逐渐开始对研
学旅游进行更为详细的监管
和指导；同时教育部也多次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对
研学旅游严加管理。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称，研学旅游是素质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课堂教育
的有益补充。建议广大家长
和中小学生在开展研学旅游
的过程中，选择有资质的旅行
社，把 安 全 放 在 第 一 位 。 此
外，要重视课程和内容设计
的均衡性，避免将研学旅游
功利化。

北京：
奥森向日葵花海
灿烂夺目引客来

夏日时节，北京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北园的向日葵竞相绽

放，迎来最佳观赏期。大片向

日葵犹如金色海洋，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