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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四（1）中队

晨曦小队的队员们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

下，前往合肥市社会福利中心开展“雏鹰

公益行，携手共成长”主题活动。在福利

院，队员们与福利院的残疾儿童亲密交

流，彩笔共绘手工小扇，给福利院小班的

孩子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食品，队员们

像哥哥、姐姐一样，为他们贴心地撕开包

装袋，插入牛奶吸管，看着小弟弟妹妹天

真开心的笑脸，队员们内心也洋溢着幸

福快乐。队员们还同福利院的老师进行

交流，了解福利院孩子们的生活等相关

情况，并把一些福利院孩子们需要的书

籍及时送给了院里的老师。

□ 庄婧 文/图

近年来，不少家庭会选择利用暑期让孩子走出国

门，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中国的海外研学旅行市场越发

火热。对于火爆的出国研学热，专家表示，家长需理性

选择，准备充分，而业内人士则呼吁规范市场发展。

□ 记者 董方/ 整理

出国研学市场火欧美国家线路预定爆满
近日，一则孩子向母亲抱怨“全班只有我还没有出

过国”的新闻引发众议。孩子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其所

在的小学班级同学大都有海外研学经历，自己没能去觉

得“丢人”，但研学的费用又让母亲犯了难。孩子嘴里

“全班只有我还没有出过国”的背后，是近年来中国中小

学生中兴起的海外研学、游学热。

有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现有K12阶段(即幼儿

园-12年级)学生在1.8亿，游学、夏令营参与比例预计在

5%左右，近 1000 万人次。这其中，越来越多中国家庭

青睐去国外参加游学、营地类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中

国赴海外研学的主力军以青少年为主，且研学风潮正日

益低龄化。

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的周博，目前就是研学项目

“美国天才营”(talent pier) 的合伙人。据他介绍，今年 6

至8月份以来，他所在的团队已接待近8个团，每个团的

学生人数有 100 多人。记者在咨询国内某旅游平台的

研学旅行项目时，也同样得到“线路火爆”的回应，目前

欧美国家的研学旅行已全线爆满，现在如需预定，最快

也得等到9月份以后。

家长心存忧虑业内人士呼吁市场要规范
伴随着中小学生出国研学旅行火热，不少家长愿花

出高价，为子女的教育打开国际视野。而对于目前市面

上的研学机构，许多家长也担心其中是否存在猫腻。这

样的担忧不无道理，曾送孩子出国研学的李峰(化名)就

有这种遭遇。怀着让孩子开眼界、长见识的初衷，去年，

李峰给 8 岁的儿子报名了日本的研学项目，10 天时间，

花去 18000 元人民币。据李峰描述，孩子在日本研学

期间，住宿并不像事前项目介绍的那种酒店，且房间都

定在距离市区较远的地方，故白天大量时间都花在了

赶路上。

而最令李峰不满的是，儿子出国研学的交流学习目

的没达到。李峰表示，虽然项目里写了去日本的小学交

流，“但这家小学所有学生加起来还不到 60 人，知名度

也不高，我不觉得这样能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目前国内一些国外研学平台的确存在乱象，国内快

速兴起的出国研学市场亟待进行规范。研学是探究性

学习与教育性旅行的融合，要兼顾“游”与“学”，研学项

目要让孩子的海外之旅有真收获，让家长的教育投入有

真回报。

选择出国研学，家长需理性选择
针对研学旅行，教育部等 11 部门在 2016 年联合印

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而针对出境

研学，教育部早在2014年就已下发《中小学学生赴境外

研学旅行活动指南(试行)》。在这份指南中，境外研学旅

行被界定为，根据中小学学生的特点和教育教学需要，

在学期中或者假期以集体旅行和集中住宿方式，组织中

小学学生到境外学习语言和其他短期课程、开展文艺演

出和交流比赛、访问友好学校、参加夏(冬)令营等开拓学

生视野、有益学生成长的活动。

按照《指南》，境外研学旅行的活动时间和地点，

应充分考虑中小学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承受能力，一般

小学生不宜超过 3 周，中学生不宜超过 6 周。每次活

动安排不宜超过 2 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参访城市不宜

超过 4 个。

对于当前国内的出国研学热，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

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提醒家长，面对海外

游学热，家长应该理性选择，和孩子一起进行论证，讨论

到底需要去哪里，用什么方式去学习。“到了国外，孩子

应该看什么，体验什么，用什么方式生活，准备工作越充

分，孩子收获越大。”孙云晓说。

出国研学热，教育旅游如何游学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