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

INDUSTRY 产经 2019 04

国内外研学旅游发展对内蒙古的启示与思考

杜淑芳

摘  要 ：研学旅游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我国研学旅游发
展起步较晚，但也涌现出像广东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率先发展的省市，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发展经验。
国内外研学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内蒙古应抓住机遇，依托丰富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发展“游”与“学”兼
顾的研学旅游新业态，推动旅游业拓展发展方向的同时，为旅游扶贫、素质教育、弘扬文化、产业融合、展
现内蒙古做出贡献，从而带动内蒙古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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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支持 研 学旅

游的发展，研学旅游国内外市场

广阔，前景不可限量。内蒙古要

充分利用自己的特色资源来开发

研学旅游产品，只有基于本地文

化开展的研学旅游才更具活力，

更具分辨率。内蒙古旅游资源

类型多样，数量众多，自然资源

与人文资源兼备。境内拥有呼伦

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锡林郭

勒草原，从古到今一直是蒙古族

繁衍生息的重要舞台，旅游资源

草原文化特色显著 , 有草原、沙

漠、森林、湖泊、遗迹、民俗六

大奇观景致。各盟市旅游资源各

具特色，具有很强的研学价值和

旅游吸引力，接下来需要做的就

是运用品牌策略，力争制作出主

题鲜明的旅游产品，让游客在研

学旅游的过程中，能够深刻地感

知到内蒙古的地方特色和人文底

蕴，提升内蒙古旅游的整体竞争

力，从而推进研学旅游的进一步

发展。推动内蒙古研学旅游发展

应学习总结成功研学旅游品牌的

经验，例如山东省开发了孔子周

游列国、水泊梁山 108 将等一批

研学旅游产品。目前，内蒙古旅

游局组织并开发了中俄蒙“万里

茶道”青少年夏令营旅游产品和

藏传佛教研学游。赤峰市克什克

腾旗世界地质公园依托独特的地

质遗 迹，2016 年 被国家旅 游局

评为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成

为了内蒙古发展研学旅游的典型

代表。同时要考虑适应时代、市

场的需求，善于运用现代技术表

现手法来创新、突破和完善旅游

产品的设计，充分展现内蒙古的

自然人文景观、历史文化和风土

人情，旅游项目要集教育性、体

验性、休闲性和参与性于一体，

提高研学旅游的品牌认知度以及

综合吸引力，多维度满足旅游者

在知识探究、能力培养、提升自

我、陶冶情操、情感体验等方面

的需求，将研学旅游发展成为内

蒙古新的经济增长极。

积极对接国家政策，为

研学旅游提供政策支持和保

障，确保研学旅游的制度化

和规范化

2013 年国务院出台《国民旅

游 休闲纲要（2013-2020 年）》，

提出了“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

旅 行”的目标，这是我国首次

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使用“研学旅

行”的概 念。2014 年国务院发

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首次将研学旅游作

为拓展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富有中国

特色的研学旅行，同时也为我国

研学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契

机。201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

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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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把研学旅行纳入了学生

素质教育范畴。2016 年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提

出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

学计划，另外，国家旅游局下发

《关于公布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

的地”和“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

地”》的通知，以期通过研学旅

游目的地和示范基地来推动研学

旅游的持续发展。可以看出，国

家支持、鼓励研学旅游的开展。

内蒙古应积极响应国家系列政策

的指引，制定适应于地方的研学

旅游规范和规章制度，并明确相

关细节，增加可操作性，保障研

学旅游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设立

专门的研学旅游管理机构指导、

规范和规划研学旅游的持续健康

发展，积极联合、协调旅游与教

育等相关部门，更好地将教育纳

入到旅游的实践中，促进“旅游 +

教育”“旅游 +文化”融合发展。

当前内蒙古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学生和成人

都有体验研学旅游的内在需求。

政府可以将研学旅游纳入到学校

教育体系中，促进研学旅游成为

教育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手段，扩

展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提升创新能力。选取部分研

学旅游活动试点学校，取得成功

经验，产生一定示范效应后，再

从局部推广到全局。对学生的研

学旅游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这

既是对教育事业的一项投入，也

可以减轻研学旅游学生的家庭经

济负担。

国内外 也有很多可以借鉴

的经验。日本是个教育发达的国

家，政府高度重视研学旅游的重

要性，将其纳入了学生素质教育

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政

策保证其顺利而有效地进行，政

府制定一系列细化的政策和规章

为研学旅游提供资金赞助、资源

支持、安全保障等。公立小学、

初中的研学旅行费用补助由国家

及地方财政共同分担并且逐年增

长。德国的教育法对研学旅游的

课程、时间和方式等都作了明确

规定。韩国的修学旅行已成为国

家的文化风尚，以修学分的方式

倡导学生了解本国及外国的文化

遗产。广东省早在 2009 年就提出

将研学旅游纳入到中小学的教学

大纲中，鼓励和推行中小学生研

学旅游，并开设了研学旅游的相

关课程。2013 年教育部在苏州、

西安、上海等城市开展研学旅游

试点工作，2014 年试点省区进一

步扩展到 11 个省市。研学旅游是

一种广受欢迎的素质教育内容，

同时也是旅游发展的新增长极，

符合旅游发展和现代教育新趋

势，正在逐渐兴起和得到推广。

扩大研学旅游市场主体

定位，将研学旅游作为今后

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业态

狭义的研学旅游主要是指以

学校为单位组织开展、以丰富学

生对人文知识了解为目的、通过

统一组织管理的一种研究型学习

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专项活动。

旅游的主体主要是学生，主要目

的在于增加学生的阅历与补充课

本知识，边玩边学，寓教于乐，

满足青少年拓展知识面、陶冶情

操、增加见闻、释放个人压力等

方面的需求，广受中小学生的青

睐。广义的研学旅游是指旅游者

为了满足求知的愿望，离开常住

地，到异地开展的以研究性、探

究性学习为目的的专项旅行，达

到自我提升和休闲娱乐双收目的

的一种行为活动。其主体可以是

抱着学习求知目的而进行旅游的

任何年龄的人，非常广泛，并不

仅仅局限于学生。随着知识时代

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旅游

过程中的学习、研究、教育、求

知方面的需求增加，而且这种研

学和旅游合二为一的活动，可以

达到学习知识和休闲放松的双重

目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研学旅游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潜在市场巨大。

美国、欧洲以及日本、韩国

等发达国家研学旅游发展已久，

市场比较成熟。中国研学旅游虽

然起步较晚，但随着人民经济水

平的提高促使旅游需求和优质教

育消费需求迅速增长，研学旅游

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2017

年我国实现旅游总收入 5.4 万亿

元，增长 15.1%，旅游业贡献率占

GDP 总量的 11.0%，国内旅游人数

超 50 亿人次，入出境旅游总人数

2.7 亿人次。可以看出，中国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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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旅游时代已然到来，旅游已经

成为居民的常态化、普遍化的行

为，新生代家庭的教育更关注新

方式、高品质，研学旅游作为教

育、求知、研究与旅游兼得的新

业态更受青睐。就内蒙古目前的

发展状况来讲，目前研学旅游的

市场主体定位大多是以中小学生为

主，未来的市场主体定位还应扩展

到大学生、成人市场等群体，所谓

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是一个全民

旅游与全民学习的社会，旅游市场

也不受年龄限制。应扩大市场主体

定位，设计适合不同群体的旅游产

品。例如上班族对专业研究、学术

交流、学习技能、修身养性的研学

旅游需求强烈；年轻父母注重对

孩子的亲身陪伴与教育，亲子研学

旅游市场潜力足 ；老年人有充足的

时间和经济储备，开始追求保健修

身，是具有特殊需求的市场群体。

研学旅游规划设计应体

现教育和研学功能，把控好

“学”与“游”的尺度

研 学旅游集旅游、学习为

一体，既达到休闲娱乐、放松身

心的目的，又可以增进技艺、增

长知识，它同其他旅游商品的最

大区别就在于它最终的目的是为

了实现其教育性和学习性，是为

了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而这与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普通

旅游市场是有差异的。笔者 认

为研学旅游是一种体验式的教

育和求知，属于教育和学习的范

畴，教育性和学习性是研学旅游

的灵魂所在，旅行是载体，研学

是目的。教育功能和求知功能的

实现最为根本，也是社会各界最

为关心的问题，直接关乎研 学

旅游的开展效 果。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 ：“按照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将研

学旅行作为青少年国情教育、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

体，增进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认

识，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

力。”由此可见，研学旅游有明

确的目的，以旅行的方式学习体

验古今中外的自然人文知识，并

通过这个过程提升自我、修养操

行、拓宽眼界、感悟生活，真正

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

研学旅游“学”与“游”的尺度

把控较难，为避免出现 “游学失

衡”“只游不学”“走马观花”的

现象，可以像日本那样从细节上

规范研学旅游的质量考评等管理

环节，加强监督。内蒙古研学旅

游资源应选取具有教育意义和研

究意义的典型资源，使研学旅游

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研学”的

作用，因地制宜，适度开发，避

免出现跟风开发的现象。遵循教

育规律，注重知识性、科学性和

趣味性，使旅客能够在过程参与

和旅行体验中拓展视野、了解社

会、亲近自然，“游学相融”“寓

学于游”。最终实现旅游与研学

相得益彰，融合发展，拉动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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