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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 tour, as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combining investigative study with travel experienc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 which has arous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academia. By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study tour,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on study tour in China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concept, 
curriculum design, business model, product and base construc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studen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such as research pers-
pective,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tour theory and its pract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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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学旅行作为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创新，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引发了

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研学旅行的相关文献，发现我国研学旅行的研究主要聚焦在

概念内涵的界定、课程设计、经营模式、产品与基地建设、研学主体特征等方面的内容，但还存在研究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9.75090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9.75090
http://www.hanspub.org


徐璐 
 

 

DOI: 10.12677/ces.2019.75090 530 创新教育研究 
 

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以推动研学旅行理论的构建和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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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出，研学旅行成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举措。无论

是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1]提出积极开展研学旅行，还是教育部等 11 部门

颁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2]将研学旅行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都体现了研学旅

行发展的重要意义。 
国内研学旅行的实践和研究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而不断深入，各地开展了研学旅行的试点和研

学旅行基地建设工作，但尚处于起步阶段。研学旅行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但在其具体操作上，对

课程建设、师资培育、安全保障、研学服务等都提出了挑战，需要不断探索其发展路径。 
本文运用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和文献梳理法，对研学旅行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分析目前研学旅

行的研究现状和不足，并指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推动研学旅行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指导。 

2. 研学旅行研究文献概况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数据进行采集，以“研学旅行”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

索，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得到研学旅行相关文献共 817 篇，对文献发表年份、学科与发表期刊分布，

以及关键词进行分析。 

2.1. 文献年份分布 

根据文献发表的时间和及论文数量，绘制折线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Year of published literature distribution curve 
图 1. 文献发表年份分布曲线 

 
本文以研学、修学、游学为关键词分别进行了文献搜索，文献研究始于 1980 年，游学和修学旅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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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学旅行广义概念内涵的由来，但自《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3]首次提出研学旅行的概念，

文献研究则多以研学旅行为主题词。因此，本研究限定在“研学旅行”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搜索，从图 1
可见，文献数量逐年递增，特别是在 2017 年，教育部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引起业界和学术

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2.2. 学科分类与发表期刊分布 

根据中国知网计量的可视化统计分析，我国研学旅行文献的学科分类与前五位的发表期刊如图 2 和

表 1 所示。 
 

 
Figure 2. Subject classification map 
图 2. 学科分类图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published journals 
表 1. 发表期刊分布 

期刊名 数量(篇) 占期刊文献百分比(%)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88 11.6 

地理教学 30 4.0 

教育科学论坛 27 3.6 

旅游纵览(下半月) 26 3.4 

中国德育 22 2.9 

 
从图 2 可得，研学旅行的文献研究主要分布在教育学和旅游经济，而绝大部分都是教育学科的研究，

占比 86%，从表 1 的期刊分布也可以看出，在前五位的期刊中，除了旅游纵览，其他都是教育类期刊，

这与研学旅行政策上的教育性原则定位是密切相关的。 

2.3. 关键词分布 

在关键词的统计中，我国研学旅行文献的高频率词汇主要包括地理实践力、核心素养、课程开发、

素质教育、中小学等，也体现教育学对研学旅行研究的贡献。 

3. 研学旅行的研究内容 

国内关于研学旅行的研究主要涉及概念内涵的界定、课程设计、经营模式、研学旅行目的地与基地

建设、研学主体特征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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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学旅行的概念内涵 

3.1.1. 概念演进的角度 
从概念演进的角度，对研学旅行的研究，一般会追溯到古代的游学，无论是希腊三贤，还是孔子周

游列国的记载，游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世界上许多国家将游学作为在实践中获取知识的学习途径，并逐

步纳入正统教育体系，其中，欧美的“大陆游学(the Grand Tour)”和日本的“修学旅行”是研学旅行的

重要理论和实践来源[4]。在我国，研学旅行的概念最早是在《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中提出

的，在此之后，政策文件与文献研究基本都采用研学旅行为主题词。 

3.1.2. 广义和狭义视角 
在广义上，研学旅行与教育旅游的内涵较为一致，是以求知为目的的旅行活动。朱立新(2014)认为广

义的研学旅行是旅游者出于文化求知的需要，暂时离开常住地，到异地开展的文化性质的旅游活动[5]。
目前，文献研究更多基于狭义视角的探讨，认为研学旅行是以旅行为载体，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要形式，

强调其教育性原则。《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

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

动[2]。广义与狭义概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1) 主体定位不同。狭义概念界定的主体是中小学生，而广义

概念的研学旅行主体是满足求知需求的旅游者，不仅限于学生；2) 侧重点不同。研学旅行的两大要素是

研学和旅行，广义概念侧重在旅行，在旅行过程中获取知识，而狭义概念侧重在研学，属教学活动，是

根据教学目标开展的旅行体验；3) 实施方式不同。虽然都是以旅行为载体，但狭义概念的旅行是由教育

机构统一组织安排的集体旅行活动，广义的旅行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3.2. 研学旅行的课程化建设 

3.2.1. 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设计是研学旅行的重要内容，研学旅行不同于分科的实践教学，要有系统的课程设计。《地

理教学》在 2019 年连载四期探讨研学旅行课程标准，作为研学旅行指导性规范，促进研学旅行规范化、

课程化、优质化[6] [7] [8] [9]。 
在课程性质与定位上，研学旅行是研究性学习与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教育活动，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研学旅行应具有自主性、开放性、探究性和实践性特征[10]。在课程内容与实施上，根据学校教育教

学特色、学科特点、不同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进行课程设计。朱洪秋(2017)根据研学旅行的理论基础和实

践经验，提出了“三阶段四环节”的课程开发与实施模型[11]。刘璐和曾素林(2018)通过对国外中小学研

学旅行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将其课程实施分为自然教育、生活体验、文化考察和交换学习模式[12]。在

课程的评价体系上，应结合研学旅行课程特点，兼顾过程性与结果性指标。 

3.2.2. 研学旅行具体课程设计 
郭锋涛等(2019)将研学旅行课程内容划分为地理类、自然类、历史类、科技类、人文类、体验类等六

个方面，并针对不同类型的研学旅行课程提出内容标准与活动建议[7]。各学科开展了研学旅行的有益尝

试，地理学相关的文献最多，特别是《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将地理实践力作为学科核心

素养，研学旅行成为地理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学者们聚焦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培育的旅游研学讨论，周

银锋(2019)从研学目标制定、实施过程控制、评价机制确立三方面提出培育地理实践力的有效途径[13]，
并构建了研学旅行学生行为表现评价体系[14]。文献研究有针对具体地区，如永定河峡谷[15]、嘉陵江小

三峡[16]、长泾老街弄堂[17]或课程内容，如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规律[18]等进行研学旅行方案设计。课

程设计要以具体学科知识为依托，但也强调多学科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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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学旅行的经营模式 

自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日常教育范畴，各地积极试点开展研学旅行，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

很多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在安全、经费、课程、师资、基地建设等方面[19] [20] [21]。学校主导推动研

学旅行存在一定困境[22] [23]，学者们认为研学旅行开展应采取“校企”[24]或“政校企”[25]合作模式，

也要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和资源共享[26]。李臣之和纪海吉(2018)提出要有机整合各方教育资源，建构 U-S-I
研学旅行专业指导共同体[27]。 

研学旅行是社会性的服务产品，无论是钟林凤和谭诤(2017)提出的研学旅行体系[28]，还是钟志平和

刘天晴(2018)提出的研学旅行利益相关者运行模式[29]，都说明研学旅行的有效开展必须要多方协同合

作，构建社会支持系统。作为创新性的教育服务，研学旅行要依托学校的课程设计与专业指导，但在具

体运作模式上要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市场运作优势。 

3.4. 研学旅行目的地与基地建设 

3.4.1. 研学目的地特色产品开发 
在中国首批研学旅游目的地中，北京海淀区打造科教旅游线路，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学旅游产品框

架；安徽黄山凭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开发地质景观与徽文化研学；绍兴市着力打造“跟着课本游

绍兴”研学旅行产品；曲阜市依托儒家文化资源进行研学旅行产品的开发。梅雨晴(2018)则以首批研学旅

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研学旅游目的地发展潜力的评价体系[30]。 
研学旅行产品的设计除了地域特色，也可以主题类型为线索。《研学旅行服务规范》[31]将研学旅行

产品分为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体验考察型、励志拓展型、文化康乐型。文献研究针对不同的地区，

如南京[32]、西安[33]、桂林[34]或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如茶文化[35]、地学资源[36]、高句丽世界文化

遗产[37]等探讨研学旅行产品的开发。 

3.4.2. 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建设 
2017 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或营地”的名单，各地纷纷出台相

关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管理文件，加强研学旅行基地规划化建设。通过对 14 省(市)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的政

策性条款进行研究，研学旅行基地建设应考虑硬件设施、软件设施、服务价值、满意度、情感价值、支

付意愿和安全问题等因素[29]。 

3.5. 研学旅行的主体特征 

研学旅行的主体是中小学生，对研学旅行主体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研学旅行对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育[38] [39]，另一方面则是关于研学旅行动机、满意度以及制约因素的调研。董建英和任丽霞(2016)认
为中学生研学旅游需求动机是求知、身心、自我实现需要的推力和研学旅游吸引物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40]；李东和等(2016)通过对学生和家长样本的调研，指出安全因素和效果因素是影响研学旅行意愿的主

要因素[41]；并调研了学生对研学旅行的认知、满意度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42]；刘珂和张原诚(2017)
研究发现研学旅行的满意度能有效提高学习成效[43]。 

4. 结论与展望 

研学旅行有效推动了素质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研学旅行在概

念内涵、课程设计、经营模式、研学旅游目的地和基地建设、研学主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推动了研学旅行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发展，但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存在不足，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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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视角上，研学旅行的研究主要基于教育学和旅游学的视角，但从文献的学科分类、发表期刊、

关键词都可以发现目前研学旅行的研究大多来自教育学者的探讨，分析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的设计，而

关于研学旅行的产品、市场和经营等问题的研究不足，旅游研究者要加强研学旅行的应用性研究，并与

教育研究视角相融合，推动研学旅行实践发展。 
在研究内容上，研学旅行在课程研究上多有关地理教学设计，尚未形成学科体系建设，研学旅行强

调多学科的融合，在课程设计中体现学生素质能力的培育目标，构建评价体系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

次，研学旅行产品开发的研究缺少理论指导，不能仅在旅游线路上简单增加教育元素，而是要整合不同

年级中小学生的课程研发，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再者，对研学主体的研究不足，无论是研学课程的

设计，还是研学产品的开发都是服务于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应加强研学主体的需求和行为特征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研学旅行目前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虽然在地理课程设计上有个案研究，在主体行为

上有问卷调研，但文献数量非常少，缺少研究设计。研学旅行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对政府、学

校、学生、家长、旅行社、研学基地、研学服务机构等进行访谈、案例和实证调研获取材料，扎根理论

研究更有助于挖掘存在的问题，寻求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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