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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修学旅行是培养人才有效的教育方式。日本的修学旅行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呈现出一种成熟的实践模式。

因此本文从修学旅行发展的历程中展现其重要性，从日本修学旅行实施的具体过程中寻找其优秀的原因，

从实际的案例中借鉴值得我国学习的方法论。通过挖掘日本修学旅行的具体实施过程，观察政策、学校、

机构、社会各界支援分别对修学旅行的作用，以此找到我国研学旅行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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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tourism is an effective way of training talents. Japanese educational tourism has 
shown a mature mode of practice worldwid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hows its importance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chool tourism, finds the reasons for its excellence from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tourism in Japan, and draws on the methodology 
worthy of our country to learn from actual cases. By digging through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Japanese educational tourism, observing the effects of policies, schools,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on school tourism,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ravel in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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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could b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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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学旅行发展历程和意义 

自古以来，以学生为主体，学习和旅游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一直是教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教学手段。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赋予了这种教育方式不同的称呼。我国古代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游学为

名的教育方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争，士人辈出，诸子百家四处游历。游学就是士人们在不同的诸

侯国之间知识交流、文化传播的过程，“求其博闻”[1]是游学的目的和旨趣，周游讲学、外出求学和结

伴游学是三种重要的游学形式。通过游学，士人个体可以学习经史术数，以求“学而优则仕”；社会则

达到文化交流发展和政治统治稳定的局面。在随后的秦汉、魏晋、隋唐、两宋等历史时期中，游学不断

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家喻户晓、有效的教育手段。在西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促使英国最

早出现了学习和旅游相结合教育方式。“16 世纪早期，人们开始赋予游历欧洲大陆以教育目的，真正意

义上的大陆游学开始出现。”[2]英国的大陆游学(The Grand Tour)主要以贵族阶层为主，贵族子弟在国内

接受完整的教育之后去往欧洲大陆，以游历的方式，学习文化、礼仪和社会实况。直到 18 世纪，整个欧

洲都盛行游学活动，例如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家，除了贵族阶层之外，学者文人也开始四处周游。这

种盛况促进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交流和发展。 
近代由于战争的爆发和文化的断层，我国在教育旅游上的发展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面向

世界，积极吸取国外优秀的发展经验，特别是教育方面。在国际教育领域中，教育旅游是各国在基础教

育发展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板块。于是，2013 年我国正式推出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

将研学旅行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方式之一，准确地说，“研学旅游是旅游者为了学习其他地区的文化知识，

从自己常住地出发前往特定区域学习和研究当地文化知识的一种专项旅游活动，其旅游的受益者非常广

泛，有的是学生，也可以是非学生群体中对人文知识了解为目的、通过统一组织管理的一种专项旅游学

习活动。”[3]研学旅行对开阔学生的眼界见识、增长学生的社会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邻国日本将这种教育方式——修学旅行实施得十分规范、成熟，“是基础教育阶段各级各类学校均

需开展的一项重要教育活动，是学生在教师带领下集体出动并伴有住宿的以参观、学习和研修为目的旅

行。”[4]与以往的游学不同的是，一、活动的主体是中小学的学生，未完成系统的教育；二、此项活动

是由政府组织、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协助共同举办的，而非个人的自发活动。通过组织的修学旅行活

动，学生在旅行过程中亲身体验自然、社会、文化和历史，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团队意识、社会意识，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不论是研学旅行还是修学旅行活动，名称虽然不同，但概念十分相近，都是将学习与旅游相结合的

教育方式。这种方式对学生的成长过程具有多样性、综合性、社会性的影响。学生不拘于课堂上知识的

传授方式，在体验中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在做中学，体现生活与学习相结合的理念。两者都十分注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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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群体参与这项活动，在学校教育之外体验社会生活。因此研究日本修学旅行实施过程，借鉴优秀的实

施方法对我国研学旅行的发展具有必要性。 

2. 制度政策 

1946 年，日本将修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之中，1960 年修学旅行成为了所有中小学常规的教育活

动，至此修学旅行成为日本学生教育过程中必修的课程活动，在各种文学、影视、艺术作品中都有修学

旅行的痕迹，对人经验、见识的增长都影响颇深。文部科学省在日本小学的学习指导要领第六章特别活

动中学校活动第四点明确提出：远足、集体住宿活动——在大自然中与平时不同生活环境的集体住宿活

动，增长学生的见识，熟悉自然和文化，开展一些体验性的活动，让学生能够积累关于人际关系、集体

生活等的知识以及在公共道德等方面积累经验。同时日本中学的学习指导要领第五章特别活动中学校活

动第四点同样提出了：远足、集体住宿活动——在大自然中与平时不同生活环境的集体住宿活动，增长

学生的见识，熟悉自然和文化，开展一些体验性的活动，让学生能够积累关于人际关系、集体生活等的

知识以及在公共道德等方面积累经验[5]。日本将修学旅行活动明文规定成中小学的课程特别活动，其目

的在于为了通过学校活动，让学生形成理想的人际关系，加深学生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团体荣誉感，培养

其公众精神和实践态度，共同努力建立更好的学校生活。 
文部科学省在官网上公布的修学旅行正式文件，可整理出关于修学旅行的基本要素，其主要内容如

下表 1： 
 
Table 1. Basic elements of educational tourism 
表 1. 修学旅行基本要素(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 学习指导要领[Z], 2009.03) 

 小学 初中 高中 

主体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80%以上学生 

陪同人员 教师、医护人员、志愿者、专业工作人员 

时间 2 天 3~4 天 5~6 天 

地点 距离学校车程 1~2 小时的地方， 
全市范围内，跨县修学旅行。 

距离学校 3~4 小时以上的车程的地方， 
全国范围内，跨地区修学旅行。 

世界范围内，鼓励海外修学旅行， 
通常选择中国或韩国等亚洲国家。 

交通方式 新干线 新干线、飞机 新干线、飞机 

费用 平均 5.5 万~6 万日元 

国家补助 21,490 日元 57,590 日元 - 

内容 亲近大自然 体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传统文化、历史、和平、爱的教育 

 

除此之外，文部科学省对修学旅行的课程时数的影响、教师的负担、学生的健康安全问题、费用和

教科书等方面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以保证修学旅行既安全方便又具有教育意义。 
在课程时数方面，文部省做出的解释是修学旅行的活动融入到课程中，进行综合的道德、人际训练，

不会影响正常的课程时数。文部科学省官网公布了熊本县高森镇高森东中学案例，把日常的课程时数与

修学旅行活动的时间结合起来的。虽然日常学科课程由活动取代，但相应的学习时间并没有减少，不同

的活动学习的内容不同，例如设定课题、交流学习、事后回顾学习是综合学习时间，培养学生的合作、

沟通、反思能力。学习某个市的历史和地理是社会科学内容，在获得文献资料的同时实地考察，将理论

与实践结合。安排参观美术馆、海景写生是美术学习，提高审美认识。将综合性的训练而非单一的学科

训练融入到活动之中，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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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负担上，有专业的外部人员、志愿者、自然之家工作人员协助，教师的负担相对较轻。同样

在自然之家有医护人员陪同，学生的健康安全是修学旅行的第一位。因此教师和医护人员的配备上，不

同的地方可根据地区自行安排，例如：秋田县“每 30 名学生配备 1 名教师以及 1 名负责人”，栃木县“校

长以及保健教师需要跟随学生一同参与修学旅行，并且每 20 名初高中学生需要配备 1 名教师”，千叶县

“初高中学生修学旅行中配备教师人数算法是‘年级数乘以 1.5 后再加上 2’，并且还要加上保健教师以

及校长特命的保健负责人”[4]。 
在费用上，学生需要担负的只有伙食费和清洁费，不需要额外费用。减轻了经济困难家庭的负担。

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在 2014 年对关东和东海地区的学校学生在修学旅行中的平均费用做了一个调查，

由下表 2 可见。总体而言，人均费用在 55,000~59,999 日元的学校数量最多。但不同的地区，人均费用也

不相同，关东地区的学校最多的是在 55,000~64,999 日元之间，东海地区则是 45,000~59,999 日元的学校

最多。根据总体的人均费用 5.5 万~6 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是 3000 元每人，这个价位是属于比较合理

的，并且政府还为有困难的学生提供了适当的补助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Table 2. Educational tourism expen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verage cost per student/per school) 
表 2. 不同地区修学旅行费用 学生每人平均费用/校(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 学习指导要领[Z]. 2009.03) 

 关东 东海 金基 合计 比例 

~29,999  7 

 

7 0.4% 

30,000~34,999 5 6 11 0.6% 

35,000~39,999 24 24 48 2.4% 

40,000~44,999 48 101 149 7.5% 

45,000~49,999 88 153 241 12.2% 

50,000~54,999 202 149 351 17.8% 

55,000~59,999 266 168 434 22.0% 

60,000~64,999 262 83 345 17.5% 

65,000~69,999 184 28 212 10.7% 

70,000~74,999 85 18 103 5.2% 

75,000~79,999 17 2 19 1.0% 

80,000~ 6 3 9 0.5% 

没有填写 36 9 45 2.3% 

合计 1223 751 1974 100% 

 

在教科书方面，要把修学旅行活动和日常课程联系起来，不仅在教科书上学到知识，更是在实践中

运用知识。 

3. 相关支援机构 

文部科学省下达修学旅行的相应文件，从而保证修学旅行的实施具有政策效应，但是具体的规划是

由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负责的。“设立于 1955 年的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一直致力于对日本全国中小

学的修学旅行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4]，是一个专门负责日本中小学修学旅行规划的机构。这个机构

“每年都会围绕修学旅行的现状、成果以及遇到的问题等开展研究，发布相关的调查统计，面向社会广

泛提供信息和资源，帮助学校和学生向政府申请相关的设施或财政投入等，促进学校与社会的紧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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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它的工作内容包括每年修学旅行的地点、人数、交通、费用和旅行内容整个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除

此之外还需要负责每年活动结束还有委员会的汇报和学校活动表现的评比。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的官

网将每一年修学旅行的情况——修学旅行的规划和活动结束后的汇报公布出来。 
根据中学跨区修学旅行的现实状况，协会将日本划分为三个地区，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是关东

地区公立中学修学旅行委员会、东海三县中学修学旅行委员会和金基地区公立中学修学旅行委员会，每

个委员会负责各自地区的中小学修学旅行活动。每个地区的委员会需要在修学旅行活动之前展开地区的

修学旅行研究大会，制定出详细的学年计划，最主要的是确定学生修学旅行的目的，确定一个合适的主

题以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收获相关的知识、体验和教育。主题和目的的建立首先要从学校自身的条件或当

时的发展趋势出发，关注时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再将宏观的问题细化到微观的活动中去，在简单的体

验活动中培养学生综合性的发展。最后达到学生在各方面的成长。其次，制定年度活动计划，包括学校

参与人数的统计、对目的地的考察研究、确定学生的住宿费用和交通方式、相关的机构团体的支持和协

助等。在活动计划之外对费用和交通需要额外更加详细的规划：在费用方面，总体的花费和政府的补助

需要清晰，以便学生对预算做出规划；在交通方面，不仅要安排清楚路线和目的，还要提前向交通部门

申请公共交通的运行。在修学旅行活动结束之后，各地区还需召开活动汇报大会，对各学校的修学旅行

考察、评价，并评比出优秀范例。另一方面，针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反思和改正。 
在除了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之外，自然之家也会协助修学旅行活动的开展。自然之家是旨在通过

大自然中多样的、在家庭和学校中无法日常体验到的、身心发展所需的活动，来培养勇于承担责任、心

灵丰富的青少年的教育机构。这个机构关注的是学生如何在修学旅行活动中丰富他们的内在，提高他们

的水平。正是因为自然之家提供校外的修学旅行活动，地区会与它合作，以其专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

操作经验安排修学旅行活动中的具体事项。 
两者的区别是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负责宏观大局，整个课程活动都在地区委员会的规划之下，脉

络和走势都做出了整理和预测。而自然之家负责活动中具体的事物和微观的安排，学生如何在外出的几

天中学习到有益的知识、意外事故如何处理、空闲的休息时间如何安排才有益，这些细微之处是自然之

家需要考虑的地方。两者的结合才能使活动安排得精彩有趣，是相辅相成、双赢的合作关系。 

4. 总结与讨论 

旅游与学习结合的形式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方式。古人以他们的智慧创造性地运用这种方式来

促进人类的不断学习。我国在近些年积极推动研学旅行的发展不可谓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日本的修学旅

行实行的时间相对比较早，实施得也比较成熟，已然有了社会认同的运行模式。不论从政策、学校还是

从机构、社会各界支援的角度，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的方向。根据整个修学旅行从上至下运营的

结构，结合批判性思考，可得出一些我们可以改进和学习的结论： 
1) 政策不仅需要颁布，更需要推行。日本在 1946 年将修学旅行这一课程活动纳入到学校体系中到

1960 年全部的学校都开始实行，其中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宣传、推广。文部省更是把修学旅行放进学习指

导要领，将其与班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并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实施中，专门调用列车安排给学校

学生，甚至为修学旅行制造了专用列车，保证其交通的方便。在费用上，为了让学生的积极参与，拨出

相应款项补贴，力求每个学生的参与。 
2) 学校是真正的执行者。在政策颁布出来之后，学校需要积极响应，学校的执行是修学旅行能够延

续下去的唯一主体。学校在政府的安排下，为学生制定学习的主题和目标，为学生安排修学旅行的具体

过程，在修学旅行中教育学生通过旅行学习，在活动结束后帮助反思和总结。 
3) 社会的支援不可或缺。修学旅行中最重要的机构是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和自然之家。两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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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将政策中的要求一一计划下和实施下来。通过这样的中介，减轻了政府和学校的负担，架起了政府

与学校之间的桥梁。正是这一项项计划的制定，才能让学生真正从旅行中收获目标所要求的综合性发展。 
4) 住宿是修学旅行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修学旅行都是要求学生在外集中住宿的，

通过住宿这种方式帮助学生适应在集体生活，建立人际关系，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可多得的新奇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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