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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文规范研学游服务北京发文规范研学游服务

让跟团学生让跟团学生““有游有学有游有学””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近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印发《北京市旅行社组织
或承办未成年人研学旅游服
务 规 范（3.0 版）》（以 下 简 称

《规范》），从活动设计、宣传推
广、合同签订、投诉处理等 10
余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规范，旨
在进一步规范北京市旅行社
组织或承办未成年人研学旅
游市场秩序，促进旅行社研学
旅游业务健康发展，确保研学
旅游服务质量和安全。

北京市研学旅游市场有
望迎来规范化发展，研学产品
或将回归其本质，为其他省市
研学旅游健康发展“打个样”。

确保“游有所研”“旅有所学”
推动研学游回归本质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近年来，人们对集游与
学于一体的研学游热情越来
越高。在不少家长看来，带
孩子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日
趋重要，相比于观光、休闲、
度假，研学游是给孩子增长
阅历的机会。

早在 2016 年，教育部等
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推
进 中 小 学 生 研 学 旅 行 的 意
见》，要求把研学旅行纳入学
校教育教学计划，促进研学
旅行和学校课程有机融合 。
经过多年的发展，研学游已
经 初 步 形 成 课 堂 与 实 践 结
合、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教育
新方式。

“研学旅游作为校外教育
的一种方式，是对学校教育
分科教学的有益补充。”在首
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

授 白 欣 看 来，与学校教育中
“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
完全不同，在研学旅游中，学
生可以在亲身经历与体验实
践中，自行发现解决问题的思
路和方法。而在真实的生活
情景和场景中去探索学习，也
更加具有感染力和冲击力。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研
学 旅 游 进 一 步 在 市 场 上 走
俏，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旅游
产品。不过，不少研学团只
顾着在名校名地拍照打卡，

“赶场子”般机械地完成产品
包含的内容，忽视了学生的
自主性，剥夺了学生的自主
权。同时，“游”的成分明显、

“学”的含量太低，这类“游而
不学 ”的老生常谈问题依旧
存在。

此次《规范》强调，旅行社
应根据不同学龄阶段学生有
针对性设计开发研学旅游课
程，以各学段各年级教学内容
为参照，结合学生身心特点、
接受能力和实际需要精选主
题，编制研学旅游教案学案，
确保“游有所研”“旅有所学”，
避免“只旅不学”，并积极加强
文明旅游教育引导。

不难看出，北京市对治理
“只旅不学”放了大招，那么，
能否推动研学游回归其本质？

“此次北京市对‘只旅不
学’的现象采取严格措施，将
有助于推动研学游回归其本
质，即结合旅游和实践来增
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中国
城市发展研究院农文旅产业
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通过明确的教学内
容和教案学案，以及加强文
明旅游教育引导，可以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使研学游成为真正有意义的
教育活动。

严禁打着清华北大旗号收客
避免“货不对板”

作为我国政治、文化和历
史中心，北京在研学旅游市场
中长期占据领军地位，成为全
国最受欢迎的研学目的地之
一。同时，北京作为我国的教
育中心，拥有国内最顶尖的高
校和科研机构，如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这些名校的学术资源和科研
力量为北京的研学旅游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不过，市场上也存在“鱼
目混珠”的现象。此前，北京
研学游热度暴涨，不少产品
打着“名校参访”“清北名校
学霸营”旗号吸引家长报名。
由于人数众多，像研学游集
中的国家博物馆、中国科技
馆、清华北大等地点一票难
求，有些研学游项目便出现

“货不对板”的问题。
中国城市报记者发现，此

次发布的《规范》明确要求，
旅行社对研学旅游产品进行
宣 传 推 广 时 ，必 须 真 实 、清
晰、准确明示研学旅游课程
内容、实践点位、师资情况。
严禁用夸大、模糊、偷换概念、
语焉不详等方式虚假宣传揽
客组团，不得欺骗、变相欺骗
和误导诱导学生家长，充分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严禁打
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
的旗号收客，应从有关高校为
中小学校提供的正规团队渠
道办理预约申请。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

任付建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这一举措意
味着要清除北京旅游市场上
打着名校旗号进行不实宣传
的研学项目，同时也意味着
正规、有资质的旅行社需要
从高校为中小学校提供的正
规团队渠道办理预约申请，
这将有助于规范市场，提高
研学游的质量。

面对市场上“货不对板”
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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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对于
这类问题，旅行社和研学机
构 需 要 提 前 做 好 规 划 和 准
备，合理安排行程和时间，避
免出现“货不对板”的情况。
同时，也可以通过与高校、博
物馆等合作，增加票源，提高
可预约数量和可进入程度 。
此外，也可以通过提前预订、
预约等方式来避免票源紧张
的情况。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适应
当下研学市场的优质研学产
品？中国旅行社协会日前发
布的《2024 年中国研学旅游
发展报告》显示，重在地化、
内容为王、多业竞合、新派研
学是研学旅游市场未来发展
方向。而区域研学依然是市
场最稳定的盈利版块，要充
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历
史文化、科技产业等特点，开
发独具区域特色、区域优势
的课程，吸引学生、家长及其
他群体参与。

此外，上述报告还强调，
单 一 研 学 产 品 面 临 严 重 挑
战，开发跨界融合的研学产
品势在必行。要推动研学与

其他领域深度融合，拓展研
学产品主题、服务内容，以满
足不同消费者的研学需求 。
同时，要跳出研学旅行客户
的藩篱开拓新的市场，将服
务对象从中小学生延伸到社
会 公 众 ，运 用 虚 拟 现 实

（VR）、增 强 现 实（AR）等 现
代科技，优化研学行程、增强
研学体验。

北京新规有向
其他省市推广的价值

研学旅游市场空间广阔。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 年
中国研学游行业市场规模达
到 了 909 亿 元 ，预 计 到 2026
年，中国研学游行业的整体
市场规模将达到 2422 亿元。

市场空间广阔也意味着
行 业 更 需 要 规 范 化 发 展 。
2024 年 11 月，文化和旅游部
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旅行
社研学旅游业务健康发展的
通知》，要求旅行社等行业相
关 方 注 重 研 学 旅 游 正 向 引
导、丰富研学旅游资源供给、
发 挥 研 学 旅 游 标 准 引 领 作
用、制定推广研学旅游合同
示范文本、强化研学旅游安
全管理、防范出境研学旅游
风险等。其中提到，加大对
旅行社经营研学旅游的监督
管理和服务力度，畅通举报
投诉渠道，依法查处旅行社、
在线旅游经营者在经营研学
旅 游 产 品 中 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制定研学旅游产品开发
指引，加强规范引导。

此次北京市出台新规，规
范研学市场，恰恰是落实文
化和旅游部上述通知的重要
举措。北京市的新规是否值
得在其他城市推广？

“我认为北京新规是有推
广价值的，值得全国其他省
市学习和借鉴。”谢祥项称，
在高校研学方面的，华东地
区的很多省市在预约渠道和
特许经营模式探索方面已有
成功经验，同样值得其他省
市学习。

在袁帅看来，由于《规范》
针对研学游市场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和要
求，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因此，未来可以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推广。“随着研学
游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各地
可以借鉴北京市的经验和做
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相 应 的 服 务 规 范 和 管 理 措
施，共同推动研学游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袁帅说。

浙江金华：
新春美食旅游消费季启动

1月 7日，浙江省金华市婺州古

城，消费者在观看成列展示的优质

金华火腿。当日，由浙江省文化广

电和旅游厅、浙江省商务厅联合主

办的第三届“1.7”浙江美食日活动

暨新春美食旅游消费季在婺州古城

启动。现场发布全省新春美食消费

活动和惠民举措、全省新春美食旅

游路线，揭晓2024浙江美食年度四

大榜单。现场还有大型新春美食消

费体验区、2024年度“味美浙江·百

县千碗”获奖菜品品鉴展示等活动，

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消费。

中新社发 胡肖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