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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乡村研学 + 乡村振兴”日益火爆。但如何实现乡村研学持续优质地赋能乡村振兴是我国亟

须解决的问题。当前乡村研学存在过度形式化商业化、缺乏专业人才和乡村研学产品同质化的问题。本

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乡村研学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等，希望可以为乡村研

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以此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关键词 

乡村研学，乡村振兴，研学旅行，农村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Research and Lear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Xiaomin Liu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Received: Apr. 15th, 2024; accepted: May 17th, 2024; published: May 31st, 202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ral research +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However, 
how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rural education and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China. Currently,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homogenization of rural research products in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is can provide 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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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driv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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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研学是一种融合实践、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形式，在农村地区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旨在通过亲

身体验和实践，让学生了解农村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和社会经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力和团

队合作精神。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现产业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振兴不再仅仅局限于农业经济的

提升，而是寻找一种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农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的模式。而乡村研学正是这样

一种探索与实践，它不仅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学生来到农村，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能够让农村的文

化和教育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与传承。 

2. 发展现状 

2.1. 国家大力支持，政策扶持力度大 

自 2013 年起，国务院首次提出“研学旅行”以来，中国研学游行业相关政策红利持续释放。2014 年，

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小学德育工作意见，研学旅行被纳入学生素质教育范畴；2016 年发布《研学旅行服务

规范》规范了研学旅行服务流程，引导和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发展[1]；2020 年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通知》：2021 年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推出一批具有鲜明非物质

文化遗产特色的主题旅游路线、研学旅游产品[2]。同时，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财政补贴、

减免税费等，为研学旅行创造了优越的政策环境，2021 年的义务教育“双减”政策的实施为研学市场的

增长提供了重要契机。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将符合要求的乡村旅游

产业纳入科普基地和中小学学农劳动实践基地范围，为乡村研学的发展提供了遵循[3]。 

2.2. 研学规模扩大，发展潜力巨大 

教育部规定各个中小学校每年必须开展一次研学旅行活动。当前，我国中小学在校生人数超过 1.5
亿。随着“旅游+”的全面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研学旅行为代表的体验式教学活动需求日益增长[4]。
2014 年研学旅行人数为 140 万人次，2015 年研学旅行人数为 200 万人次，2016 年研学旅行人数为 260
万人次，2017 年研学旅行人数为 340 万人次，2018 年研学旅行人数为 400 万人次，2019 年研学旅行人

数为 480 万人次，2021 年研学旅行人数为 494 万人次，2022 年研学旅行人数突破 600 万人次[5]。据中国

旅游研究院调查，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了解研学旅行，80%左右的人表示对研学旅行很感兴趣，六成

左右受访者参加过研学旅行。从参加研学旅行的意愿看，70%的人期望旅行时长是 6~10 天，人均花费能

接受在 3000~10,000 元的占 88% [6]。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到 2023 年，中国研学旅行市场规模将超过 2250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近 1.5 倍，到 2026 年，市场规模有望将达 242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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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学旅行产业链逐步完善 

我国研学旅行的产业链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上游为资源供应商，包括旅行资源供应商、教育资源

供应商和场地资源供应商；中游为研学旅行企业，主要包括游学类研学旅行企业和营地类研学旅行企业；

下游直接触达消费端，主要为学校和个人消费者[7]。在政策和市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旅游公司甚至

其他行业的公司加入到了研学旅行队伍，由此形成了专门的研学旅行产业。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约有 5590 余家“研习营”“夏令营”的相关企业，其中 2019 年新增注册企业数量达到 1540 余家，增速

高达 60.8%，均为近五年最高[8]。2017 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中指出，应至少为

每个研学旅行团队设置一名研学导师[9]。在此背景下，研学导师的培训也随之兴起。同时，全国各中小

学也开始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学生参与，以满足教学和学生现实发展的需要。 

2.4. 国内旅游资源充沛 

中国幅员辽阔，风景名胜众多，旅游景观和文化特色十分丰富。截至 2024 年 2 月，我国 5A 级旅游

景区已经达到 339 家；截至 2023 年 9 月，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7 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39 项、世界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4 项、世界自然遗产 14 项，是世界上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类

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和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10]。这些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

旅游资源为乡村研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深入挖掘的空间和多样化乡村研学产品的开发条件

[11]。 

3. 乡村研学存在的问题 

3.1. 乡村研学旅行过度形式化、商业化 

乡村研学主要是一种实践教育，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亲近自然，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掌握相关农

业知识。但研学机构重盈利轻公益教育，加之很多乡村研学的服务人员并非专业出身，导致学生在研学

过程中既没有掌握应有的农业知识、了解乡村文化，也没有锻炼自身的能力，大大降低了研学效果，使

得乡村研学流于形式。研学旅行与传统旅游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公益性、社会性比较强，一定是研学在先，

旅行在后[12]。由于乡村研学市场的进入门槛比较低，许多机构将乡村研学看成了一门生意，不断在农村

地区寻找研学和教育的商机，导致乡村研学出现了“游而不学”“只学不游”“交了许多乡村研学的学

费，却学不到东西，也玩得不尽兴”等现象，参与的学生和家长对过度形式化、商业化的乡村研学大失

所望。同时，这些现象也引发了网络热议，不少人由此表示不会再参加乡村研学了，导致潜在的乡村研

学参加者大幅减少。 

3.2. 乡村研学专业人才缺乏，服务质量低 

由于乡村研学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较短，“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2019 年才列入《普通高等学校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这意味着研学行业此前并无“科班人才”[13]。乡村研学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

乡村研学活动的开展需要具有既要善于研学辅导，又善于沿途讲解的复合型人才。但是，当前乡村研学

从业主体仍是以导游群体为主，并以短期培训的形式作为研学人才的知识补充途径，导游对于教学教育

方式、不同年龄段学生发展特点都不了解，缺乏学科相关知识能力；乡村研学旅行中，许多教师多承担

着研学导师的职责，教师大多都是专业的教学人才，缺乏讲解的经验，对农村地区的了解较少[14]。乡村

研学市场上专业人才的匮乏，人员素质和教学经验的参差不齐，导致出现了相关讲解较为枯燥、教学内

容深度不足、农业知识讲解不够专业等问题。同时部分乡村研学基地缺乏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必要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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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内容，使得学生无法获得优质的研学效果，服务质量大为降低。 

3.3. 乡村研学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文化特色 

由于乡村研学信息的资源交流不畅通，一些乡村研学从业者获取信息比较滞后，容易盲目跟从他人，

导致乡村研学产品同质化严重，主要表现为乡村研学安排内容拼凑痕迹严重，线路安排单调、不合理；

开发模式单一，乡村研学的课程设计缺乏创新，不断模仿比较热门的课程模式；特色研学活动形式和活

动不够丰富，多以参观为主，体验活动较少；乡村研学产品仅仅将学习的内容简单地融入旅行之中，没

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严密的教学体系，内部教育逻辑混乱，做不到循序渐进，导致研学教育浮于表面，

内涵不足。缺乏文化特色也是当前国内乡村研学市场的突出问题。众多乡村研学项目在产品开发中，过

分注重体验农村的自然资源，忽视了农村传统的特色文化与民俗资源，无法有效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形成

特色，设计的项目存在缺乏体现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乡村节庆、农作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深层次的问

题，与乡村研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3.4. 乡村研学的供需缺少精准对接 

乡村研学的持续发展必须精准实现供需对接。但是由于在供给方面，乡村研学的资源不足，缺乏足

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研学项目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同时缺乏有效的市场推广和宣传，使

得乡村研学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而在需求方面，需求方(学生和家长)对乡村研学的认知度不高，

存在误解和偏见；其次需求方的需求多样化，对乡村研学项目的内容、体验和效果期望过高，但乡村研

学项目难以全面满足；而且需求方对乡村研学体验的安全、舒适度等方面有所顾虑，影响了他们的参与

意愿。同时，供需双方在乡村研学市场上的信息获取渠道不同，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频繁发生。由此乡

村研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供需无法精准对接的情况，即供给方提供的资源和服务与需求方的需求和期望不

匹配，影响了乡村研学活动的后续发展和推广。 

4. 建设策略与路径 

4.1. 政府强化政策引导，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在乡村研学市场发展中，政府要合理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促进经济平稳有序发展。政

府可以出台专门的政策文件，明确乡村研学的发展目标、定位和发展方向，规范乡村研学市场主体行为，

促进乡村研学产业的健康发展；其次，大力扶持专业正规的研学旅行机构，成立乡村研学旅行专项发展

基金，对于符合条件的投资乡村研学教育实践营地项目建设的企业给予小微企业创业贷款贴息支持或贷

款支持；然后，通过建立严格的乡村研学市场的准入制度，对从事乡村研学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严格审查

和认证，确保他们的资质合格、服务的质量有保障，减少低水平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并由专门机构负责

乡村研学监管的工作，建立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管理制度，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一旦发现相关违规

行为立即惩罚，以此推动乡村研学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障从业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2. 加强人才培养，推动行业交流合作 

人是要培养的，人才是要造就的。我国在乡村研学领域的人才比较匮乏，因此在乡村研学的发展中，

研学机构要重视发挥培训的作用，加大对员工培训的强度和准度，在服务理念、技能等方面提供专业指

导，使员工能够成功地掌握标准化的服务规范和流程，推动他们掌握相关农业知识并提供讲解的能力，

并将无意识的服务变为有意识的服务，让服务创造新价值，同时还应该注重保持并突出乡村研学服务朴

实、真诚的特点，让服务具有情感，带有温度，成为游客一段的美好记忆；其次，积极与其他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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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研学机构和学校等相关行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开展互相学习、资源共享、合作推广等形式活动，

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寻找各方的利益契合点，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和人才共享；同时，可以借

鉴国际先进的建设经验，如美国霍桑山谷农场，与国际知名研学旅行机构、教育机构等开展合作，共同

开发研学旅行产品，推动乡村研学行业的长远发展和国际化。 

4.3. 注重创新，深入挖掘乡村文化 

在新消费时代，普通的乡村研学不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化、差异化、

深刻化。因此，乡村研学项目开发要注重创新。通过创新研学形式、体验项目，并引入科技元素、互动

游戏等新颖元素，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不同的知识需求和体能状况，设计多样化主题课堂，让学生可以

通过沉浸式体验劳动实践来了解农业历史、学习农业技术、增长农业知识，增加研学产品的趣味性和吸

引力，同时要注重提升研学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使乡村研学产品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培养学生对

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意识。 
乡村研学项目设计中还应注重挖掘和传承农村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文化。首先，要深入了解农村的历

史、文化和发展现状，制定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和需求的研学课程和项目，将农村独特的风土人情、传统

手工艺等元素融入研学活动中，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研学体验；其次，建设一支具有乡村情怀和专业素

养的研学教师和组织者；同时，必须要注重与当地农业合作社、农民的合作，邀请一些农民参与课程设

计，指导学生的具体实践，实现乡村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 

4.4. 搭建官方的乡村研学电子服务平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的购买渠道得以扩大，也拓宽了实体经济的供给渠道，提升了

供给效率。面对我国当前存在乡村研学市场供需不对接、研学机构存在鱼龙混杂、缺乏专门的乡村研学

电子服务平台的情况。我们可以搭建一个官方乡村研学电子服务平台，该平台可以主要以网站的形式面

向研学需求方(中小学学生及其家长)和研学供给方(乡村研学旅行服务商和研学基地)。平台先通过深入了

解乡村研学的需求与供应现状，再整合当地农村的研学旅行资源和各方需求，为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一

个交流与互动的平台。该平台可以为研学需求方提供多样化的乡村研学地点选择机会、智能化的设计服

务和个性化研学产品购买的服务等功能，让需求方可以选择更符合自己条件的供给方；为研学需求方提

供智能化的乡村研学服务设计和研学产品推广展示，让需求方既可以借鉴如何设计个性化的研学方案，

满足学生与家长的多样化需求，又可以找到宣传途径，获取更多的关注度。通过该平台乡村研学需求方

和供给方可以更方便地找到彼此，从而实现供需对接。其次，平台还可以提供双方共同参与的乡村研学

旅行质量评价和反馈沟通的服务，以实现乡村研学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平台还需要强化安全

监管，加强对乡村研学供给方的安全管理和风险防范，确保供给方有正规的营业执照，提供的活动安全

可靠，以此提升需求方对乡村研学活动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5. 结论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15]。乡村研学是学生了解农村有关知识的必要途径，只有亲身体

验才能深刻地感知农村内涵、认识农村事物、传承农村文化，同时乡村研学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农

村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虽然当前乡村研学市场困难重重，但是如果在政府科学有力的领导下，相关从

业者坚持正确的发展策略，注重创新发展和多方合作，乡村研学的所有参与者可以充分利用官方专门的

乡村研学电子服务平台的情况下，乡村研学将会持续健康发展，也会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推动

农村发展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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