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探访古老的文化遗址，到参与前沿

的科技创新项目，从深入乡村体验农耕文

化，到走进企业了解现代工业流程……随

着中高考的结束，各地中小学生陆续开启

暑假模式，研学游成为了暑期旅游的新风

尚，暑期研学的热潮正在席卷全国。

火爆的暑期研学游呈现哪种趋势？繁

荣的市场下，乱象该如何治理？……针对

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委员专家。

研学热背后

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

寓教于乐的研学游，以“学”为目的，以

“游”为载体，重在开阔学生视野，培养

学生生活技能、集体观念以及实践能力，

因而被视为素质教育的“第二课堂”，近

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喜爱。

携程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北京、上海、

青海、甘肃、四川、内蒙古、宁夏、贵州、云

南、新疆等地成为国内热门游学目的地。

海外的英国、美国等长线游学路线，新加

坡、泰国等短线游学路线受欢迎。

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介绍，“暑假作

为学生党一年中最长的假期，是研学的最

佳时期。国内研学游线路已经成熟，寓教

于乐的优势也深入人心。在境外研学线路

方面，由于海外名校效应、各类研学游提

供的多样活动，使得海外游学颇受欢迎。”

研学热背后，与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

密不可分。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

闽景看来，过去一到寒暑假，多数家长带

着孩子去各地旅行，但这一阶段主要以

“游”为主。“如今，随着家长对孩子的成

长和教育愈发重视，他们更希望孩子通过

参 加 研 学 旅 游 ， 在 有 限 的 时 间 里 ， 在

‘游’之余，更能‘学’。”

“当前，研学游不再局限于对自然风

光的欣赏和对历史遗迹的探访，而是将旅

游的视野拓宽至科学、文化、艺术、教育

及社会交往等多个维度，个人综合素质得

到提升。‘书生意志的研学、家国天下的

旅游’逐渐成为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路

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表示，在研学过程中，学生成为探

索与学习的主体，这种“研”“游”结合

的方式，不仅丰富了旅游的内涵，更促进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成长。

浙江省杭州市政协委员、钱学森学校校

长唐彩斌认为，研学游是家、校、社三方协同

育人的载体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

一代家长的育人观发生转变，他们愿意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孩子的个性化发展中。同

时，由于学校教育所教授的知识是面向全体

学生，对于个性化的教育有所欠缺。学生通

过研学游，可以充分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特

长，以更好地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

亲子研学成主力

近年来，除了参观博物馆、打卡名胜

古迹等传统研学项目外，各大旅行机构纷

纷 上 新 研 学 产 品 ，“ 课 本 游 ”“AI

研学”、自然科普和劳动教育类的

研学项目热度高涨，研学游主体市

场呈多元发展趋势。

“研学活动的课程内容是吸引学生群

体参加研学的重要因素，其内容融合了自

然科普、人文艺术、社会交往及天文地理等

多个领域的知识，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元

的学习体验。研学游不仅是一种学习方

式，更是一种促进个人成长的途径。”戴斌

表示，随着 AI 与数字化技术的蓬勃发展，

相关科普活动已成为研学游中的常见组成

部分，极大满足了年轻人对新兴科技领域

的探索兴趣。

在倪闽景看来，自然科普和劳动教育

类的研学项目之所以受欢迎，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这类活动满足了大众对实物教育的

需求。“信息化时代，我们每天都能接收

到海量的信息，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时间

也越来越多。再生动的 VR、再逼真的球

幕电影也都是信息化的产品，每个家长、

孩子都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心态，希望能更

多地接触真实的世界，形成对世界的感受

和认知。”

研学游市场在多元化发展之余，越来

越多的家长也参与到研学之中。携程数据

显示，亲子用户是旅游市场的绝对主力，

国内游部分亲子用户占比约 48%，出境游

亲子用户占比达 52%。亲子研学类产品备

受 欢 迎 ， 相 关 产 品 订 单 同 比 去 年 增 长 7

成。这背后，释放着什么信号？

“ 亲 子 共 同 研 学 有 利 于 增 进 家 庭 情

感。过去，研学活动是孩子单独参加，现

在由于家长与孩子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少，

家长希望利用寒暑假参加亲子研学的方式

增进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倪闽景表示，

亲子研学也反映出家长对学习和成长的需

求。“当下，孩子需要学习，成年人也需

要学习。对家长而言，与孩子一起学习同

样的内容可以拥有更多共同话题，增进亲

子感情。”

唐彩斌同样认为亲子研学是一次非常

有益的家庭教育。“研学游更换了时空，使

得家长和孩子从一个固定、狭窄的家庭空

间里走出来，亲子间的交流也会变得新颖

与频繁，一些成长的烦恼便会得到很好的

改善。也许在这一过程中，孩子突然感受

到了母亲的细心关爱、父亲的勇敢智慧、

伙伴的热情友爱，从而进一步构建更

为和谐的亲子关系。”

如何避免“开盲盒”交
“智商税”？

相关数据显示，预计

到 2026 年，中国研学游行

业整体市场规模将达 2422

亿元。然而，伴随着研

学 游 市 场 的 持 续 扩

大、研学机构的不

断增加，各种问

题也随之而来。

记 者 在 某

社交平台上搜

索关键词“研

学 ”， 发 现 不

少 学 生 家 长 发

帖 子 反 映 “ 住

的酒店太偏，每天早出晚归，孩子疲惫不

堪，没地方休息只能躺在地上”“机构为了

节省费用，不给孩子上保险，一旦出事，家

长投诉无门”“美其名曰游学，实际

上没有游也没有学，全程赶进度，过

程最多的话是：集合、出发了、去下

一站”……

如 何 规 范 鱼 龙 混 杂 的 研 学 游 市

场 ， 提 高 研 学 活 动 质 量 ， 真 正 做 到

“游”中有“学”？

戴 斌 建 议 ， 政 府 应 完 善 监 管 体

系、改进监管机制，以适应研学旅游

发展新需求；其次，要及时颁发研学

课程、研学线路、旅游服务和研学旅

游基地标准，发布国家和地方研学营

地的建设规范；此外，要加强对研学

旅游经营主体的监管、培育和指导，

形成从教育主体、研学群体到经营主

体的监管全覆盖；最后，要坚决守住

意识形态红线，确保文化安全，不断

提升课程开发和旅游服务质量。

倪闽景认为要在标准和规范上

下功夫。他表示，2016 年 12 月国家

旅 游 局 发 布 了 《研 学 旅 行 服 务 规

范》，对服务提供方、人员配置、研

学旅行产品、服务项目以及安全管

理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几年

来，研学游市场已呈现新的发展趋

势和特点，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与

时俱进地对研学内容、合同、报备

流程等标准和规范做出调整。”

“教材不是学生的世界，世界

才是学生的教材。”唐彩斌呼吁，

研学游作为家、校、社三方协同

育人的突破口，研学企业要站在

育人角度对研学产品进行优化，

尽量避免“只游不学”。“要像

教育者精心设计课程一样去设

计研学路线，老师不是学生唯

一的教育者，每一个为学生

提供爱与榜样的人都将是他

们的老师。”唐彩斌说道。

研学游：从“走马观花”到“游中有学”
本报融媒体记者 位林惠 廖昕朔 实习生 张芳鸣

“好得很噻，就喜欢来这儿耍！”近日，在四川省

隆昌市龙市镇复生公园一角的健身器材上，正跟几

个老姐妹一起锻炼的 82 岁老人江寿昭高兴地对记

者说。复生公园沿河而建，园内花草繁茂、道路平整

干净，除了配置了完善的休闲健身设施，还有两层楼

的仿古建筑民众教育馆及龙市镇综合文化站。

龙市镇镇长彭维秋告诉记者，两年前，公园因

年久失修，路面塌陷，坑坑洼洼，排水设施不畅，

居民都不愿意到这里散步。

如今这里成了居民特别是老

人、孩子休闲娱乐的首选场

所。

为 什 么 会 有 这 样 的 变

化？一起来看“有事来协商”

公园背后的故事。

（谢阿愁 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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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的京杭大运河通州段，

岸边柳树枝繁叶茂、河水清澈见底。

虽然不是周末，但来运河岸边拍照打

卡 、 垂 钓 和 骑 行 的 游 人 依 旧 络 绎 不

绝。

近日，记者跟随通州区第六届政

协委员，通州区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理

事，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

陈喜波的脚步，从清代诗人王维珍诗

句“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

州”中的燃灯佛舍利塔出发，漫步在

大运河沿岸。

曾经的“臭水河”如今
水清鱼跃

“ 这 里 的 生 态 环 境 可 真 好 啊 ！”

“太适合来露营和休闲了！”游客们纷

纷感叹。不曾知，多年前这里一度是

游客们遛弯儿都要绕着走的“臭水

河”。

“近代以来，大运河不再发挥漕

运功能，‘九河末梢’的大运河通州

段 ， 承 担 着 北 京 城 区 90%的 排 水 任

务，成了城镇居民生活污水的排污通

道。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北京工业

化的兴起，沿岸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通通排进了运河中，运河水质每况

愈下，河水发黑发臭，水质降到了劣

V 类。”陈喜波介绍，随着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工作的推进，运河周边先后

修建起多个污水处理厂，同时全面推

进河长制，开展“清河行动”等综合

治理工作，运河水质和周边生态环境

得到了显著改善，才有了如今这草木

茂盛、水清鱼跃的景象。

“这些年来运河沿岸乡村的变化

也特别大，过去，出门就是农田，树

木也是稀稀拉拉，现在，周边是生态

公园，草木郁郁葱葱，时不时还有水

鸟飞来嬉戏，生态环境改善了，老百

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提升了。”

大运河已成为向世界
展示的中国文化符号

“从航拍照片中可以看到，中国

的国土上有一个‘人’字，‘人’字

一撇，就是长城，一捺，就是大运

河。”这是中国大运河申遗发起人之

一的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先生对大运

河的评价。

“大运河是与长城齐名的伟大工

程，在政治、经济 、 文 化 各 个 方 面

都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今，虽然它不再发

挥漕运功能，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依然

存在。”陈喜波介绍，目前京杭大运河济宁至杭

州段仍然发挥着航运功能，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

第二条“黄金水道 ”，20 多年前，随着考察研究

的深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层面，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了运河的巨大价值，“不断有人呼吁要

保护大运河，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符号展示给全世

界。”

如今，距离大运河申遗成功已过去 10 年，陈

喜波可以说是亲眼见证了申遗的全过程。

据了解，大运河申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05 年。彼时，被称为“运河三

老”的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三位老先生联名起

草了 《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

作的信》，并寄给了大运河沿线 18 个城市的市长，

大运河申遗工作就此拉开序幕。第二阶段是 2006

至 2009 年。2006 年，58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

了 《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

工作的提案》，之后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列入 《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由扬州牵

头以城市联盟的形式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 。 第 三 阶 段 为 2009 年 到 2013 年 。

2009 年起，运河沿线的各个城市开始

对自己的运河段的遗产点进行修缮和

环境治理。2013 年 1 月，国家文物局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 《中国大运河

申遗文本》。2014 年 6 月 22 日，第 38 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获准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大运河终于申

遗成功！

“今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第 10

年，这 10 年运河沿线可谓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作为在运河边生活这么

多年的人，我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陈喜波感慨道。

“守护好、建设好这条
文化之河”

大运河北京段全长 82 公里，横跨

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

州 六 区 。 千 百 年 来 ， 运 河 水 汇 聚 于

此，积淀出深厚的运河文化。

2017 年 2 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森林

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大运河沿岸

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时深刻指出，“保护

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

任”“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

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千年文脉，保护为先。北京大运

河物质文化遗产有 40 处，其中分布在

通州的共有 18 处，占比将近一半。“运

河两岸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行走在

运河边，不仅仅有杨柳依依、碧波荡

漾的美景，那些文化遗产也在默默地

讲述着它们的历史与辉煌。”陈喜波说

道。

2006 年起，陈喜波就一直关注运

河周边的古村落和文化遗产，“那时还

没有网约车，我经常骑着自行车来通

州运河沿线的古村落实地考察，我发

现，村民家家户户都有与运河相关的

物件，他们的吃穿用度都与运河息息

相关。比如，北京地区吃的盐是从天

津海边沿着运河运到张家湾后，再分

别运到各个村子的盐店进行售卖，当

时在通州区宋庄镇平家疃村还有一条

大街叫作‘盐店大街’。除此之外，村

民们盖房子用的石头等建筑材料也都

是从燕山一带通过运河运过来的。可

以说，运河就是村民生产生活的一部

分，他们对运河有着很深的感情。”

作为北京市通州区第六届政协委

员，履职期间陈喜波一直在关注运河周边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保护，曾提出 《建设大运河国际文化交往

区》《关于恢复通州大运河文化水事民俗》，《关于

打造通州古城文化遗产保护密集区》 等提案。

陈喜波说，“作为运河人，能加入保护大运河

沿岸文化遗产队伍中来，我感到特别自豪，这就是

文化自信，大运河是一条文化之河，它永远都在流

动，永远都在激励着我们后人要把这条河守护好、

建设好。”

2023 年 12 月 27 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首都

博物馆东馆） 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陈喜波认为，博

物馆将运河沿线零散的档案、文化遗产等进行集中

展示，不仅可以向公众进行科普，还可以对学生进

行研学教育。

如今的大运河北京段水清岸绿，鸥鹭翔集，眺

望远处温榆河、小中河、通惠河、北运河、运潮减

河“五河交汇”，当年“万舟骈集”的盛景浮现在

眼前，北关闸、燃灯佛舍利塔、大光楼与千荷泻露

桥、运河商务区等现代建筑交相辉映，流淌千年的

古老运河正在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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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运河见证伟大中国创造，见证时代变迁。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

遗产传承保护重要讲话精神，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本报开设

“千年运河展新韵——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专栏，回顾运河历史文脉

及其沿线城市申遗成功十年来在文化、生态、经济、城市发展等方面取

得的成就，讲好运河故事，展现新时代的运河风韵。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