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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are blooming, and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industry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s an evolving industry, research and learning travel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training plan of research and learning Tu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earch and learning travel. As a kind of outdoor practical education activity combining the nature of 

research and tourism,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trav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 travel, research 

tutor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hole research travel. 

Therefore, the cultivation of research tutors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trategy of 

research tutor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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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各行各业也百花齐放，行业人才需求也不断的改变。研学旅行作为一个演变

的行业也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本文主要研究研学旅行背景下研学导师人才的培养计划。作为一种研究性质

与旅游性质相结合的户外实践教育活动，研学旅行的顺利展开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研学旅行而言，

研学导师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对整个研学旅行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学导师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也基于此背景下进行研学导师的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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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学旅行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现代旅游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产生了新的旅游

模式，研学旅行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新的旅游模式，

研学旅游与教育相结合，旨在通过旅游当中的见闻

进行有规律的学习，使得学生的学习更具有组织性

以及体验性，给学生带来更好的学习氛围。同时，

也有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形成与培养。 

 

1.1.研学旅行的内涵 

研学旅行有两方面的内涵，它分为广义内涵和

狭义内涵，从广义内涵来看，研学旅行主要是指旅

游者在任意时间段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前往其他地

方进行文化活动，并从当中获得一定的知识感悟，

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也没有一定的人群限制。而

狭义的研学旅行，主要是指学生通过学校或者教育

部组织的以旅游形式为主要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

来获取一定知识的行为。这种旅游方式能够促进学

生与大自然亲近，同时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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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一定的发展。除此之外，

还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使学生更具有创造性。本

文也主要是以狭义的研学旅行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详

细的探究。 

1.2.研学旅行的特征 

1.2.1.研学旅行具有体验性 

研学旅行是通过旅游的手段，让学生与自然界

与社会进行有效的接触，使得学生能够在自然界中

以及社会中学到书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这样有利

于学生思维的开拓以提高。这种教学方法与教学模

式是更具有体验性的，它使得学生能够切身的到当

时所处的环境当中去进行学习和感悟，而非在一个

想象空间当中进行领悟。 

1.2.2.研学旅行具有课程性 

研学旅行还具有课程性，这是由于研学旅行是

由学校或者相关的教育部门组织的，同时，要求学

生严格按照一定的旅游计划进行旅游，在旅游的过

程中要得到此次旅游的感悟，而并非仅仅只局限于

玩乐。 

1.2.3.研学旅行具有教育性 

研学旅行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对于学生而言，

通过研学旅行，可以让自己与大自然与社会进行进

一步的接触，使得自己能够在大自然和社会中学习

一定的知识。同时，研学导师在整个研学旅行的过

程中，也会结合旅行地点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个

人发展情况，有目的的进行知识教育。 

1.3.研学旅行的意义 

在物质发展的今天，学生可以得到的资源也是

越来越多的，但是学生的学习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

学生如果仅仅只在课本上学习知识，而不去关注外

界世界的变化，不去从自然界中，从社会当中给予

力量，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同时，只仅仅埋头

苦读，局限于课本知识，也会使得学生的身心健康

受到一定的损害。因此，定期的进行研学旅行是有

其存在的必要性的。研学旅行通过旅行模式，让学

生在自然界中、在社会中获取一定的知识，汲取一

定的养分。这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提高，也有利

于学生眼界的开阔，从而达到学习效果倍增的目的。

而且通过带领学生走进真正的名胜古迹，真正的博

物馆，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真正文化的气息，感受到

中华文化当中的那一份深厚后，这样能为学生日后

的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也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

培养，对学生个人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同时，通

过旅行的模式，还给学生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助的平

台，使得学生之间的情谊可以更加的深厚，也让他

们能够在旅行当中意识到集体的作用以及集体合作

的作用。 

2.研学导师核心素质分析 

武汉市研学旅行导师评定与服务规范中指出研

学导师是在研学旅行中，具体制定或实施研学旅行

教育方案，指导学生开展各类活动的专业人员。其

中，了解服务机构研学导师及基、营地研学导师应

具备的条件，和人才培养中对学生在旅行社和景区

就业的定位相结合，对于设定研学导师方向具有很

强的指导意义。在研学旅行的整个环节中，除了课

程的开发，优秀的研学旅行导师是保证研学旅行质

量的重要因素。 

2.1.熟知教育理念 

作为一名合格的研学旅行的导师，他需要拥有

足够强的知识传递能力，具有一定的教育理念，能

够对学生进行教育，同时能够拥有课程组织能力以

及课后的总结能力。对于研学旅行的执行者而言，

他们需要通过高质量的研学旅行活动培养学生的产

能力以及创造能力，让学生能够在整个言辞旅行的

活动中真正受益。因此，对于研学导师而言，他需

要熟知教育理念，同时能够很好的将教育理念传递

给学生。 

2.2.具备安全意识 

其次，作为研学旅行的主要项目负责人，研学

旅行的老师应该具备强烈的安全意识。由于研学旅

行的课堂是一个开放性质的课堂，而课堂当中的大

多数群众是中小学生，因此，研学导师必须具备强

烈的安全意识。只要这样才能够在面对安全问题以

及安全事件的过程中，拥有一个快速的处理问题的

能力。除此之外，研学导师还应当对旅途当中可能

发生的其他安全隐患以及卫生，食品安全等负责。

研学导师在旅途当中还应当注意当地天气和交通以

及疾病等等，以保证孩子们的身体安全。 

2.3.注重沟通交流 

研学老师还需具备强烈的沟通交流能力。对于

研学导师而言，在整个旅途当中，他都得负责学生

的身心健康，需要照顾学生的情绪，同时还要防止

出现争吵等事件的发生。因此，这就需要研学导师

拥有较强的交流沟通能力。能够将这个交流沟通能

力运用到研学旅行的过程中，使得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性别以及不同情绪的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在团队

中进行交流学习，能够更好的融合于团队当中，同

时也能够更好的通过与老师的对话进行学习和创造。

除此之外，老师还要善于诱导孩子进行学习，调动

孩子学习的热情和学习的积极性，这样才能够让学

生从研学旅行当中获取更多的知识。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73

62



2.4.提升讲解能力 

研学导师作为项目的主导者，他应当承担学生

的学习任务。因此，研学导师需要拥有较强的讲解

能力，能够对是课外的事物以及生活当中所发生的

事件进行一定的讲解和输出，让学生从大自然中，

从社会当中学习到书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这是进

行研学旅行的主要目的，因此提升研学导师的讲解

能力是十分有必要的。 

3.当前研学旅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3.1.课程设计不完善 

研学课程设计不够完善，大多数研学课程设计

往往过于形式化，很少有真正的研学旅行，能够做

到内容输出、教育理念传达和实现教学目标三者的

融合。并且在融合的过程中，很少研学旅行能够对

孩子品格进行一定的培养，使得孩子的身心得到更

好的发展。因此，学旅行课程设计应当进行一定的

改良，使得研学旅行的课程更符合于研学的实际情

况，让学生能够从真正的旅行当中学习到知识与及

经验。 

3.2.安全保障体系不健全 

由于研学旅行是以旅行的形式，让学生通过集

体旅行以及集体食宿的方式参加一系列的校外活动，

从而让学生学习到一定的课本外知识。而通过集体

旅行的方式需要拥有较强的安全保障体系，但是对

于现阶段的研学旅行而言，由于它的起步较晚，他

的安全保障体系还是不够健全的。并且现阶段而言，

大多数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因此很多家长对研学旅

行这一形式并不表示支持。并且由于春游安全隐患

事件的频繁发生，这也使得研学旅行的口碑受到一

定的影响，也导致了研学旅行的市场需求缩小，而

市场需求缩小，研学旅行进行改造的机会做变少，

安全体系更难以健全。 

3.3.导师讲解水平不高 

老师的讲解水平也不够高，由于研学导师在研

学旅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使得学生获

得知识的主要桥梁。因此，研学导师应该拥有较强

的讲解水平。然而在现阶段的市场下，由于研学旅

行市场的需求较少，且研学旅行市场还属于一个刚

开放的市场，所以研学导师的水平普遍不是很高。

因此，提高研学讲师的讲解水平是十分重要的，这

样才能够让学生从旅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中获取一

定的知识。 

 

4 研学旅行背景下的研学导师方向人才培养策

略 

4.1.保证高校稳定的双师队伍 

在进行研学导师方向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该

保证高效稳定的双师队伍。由于研学导师需要的能

力是足够强的实践组织能力和足够强的讲解能力，

就使得研学导师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课本，还应当

在实践当中进行培养。因此，在研学导师方向人才

培养的过程中，应该建立双师型的教师队伍，使得

研学导师人才能够在课本上学习一定的基础素质知

识，培养专业的知识素养，同时还应当在实践当中

学习更多的实践知识，使得研学导师能够将自己所

学到的知识顺利地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能够尽快地

组织学生进行研学活动，并且能够使得整个研学活

动顺利的进行下去。 

4.2.创建模块学习式的一体化课程体系 

在进行研学导师方向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当

建立模块学习是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对于研学导师

而言，有需要的综合素质是十分高的。因为他不仅

要进行知识的传授，还要保证学生的安全，同时还

要进行学生的组织工作。因此，在研学导师的培养

过程中应该实现教学模块一体化的课程培养模式。

同时在多方面都进行一定的培养，实现研学导师全

面的培养。并且，全方位的课程体系也要通过实践

的方式进行输出，让研学导师人才在实践当中将所

学到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并且需要对实践的方

式对融合后的实践作品进行打分，这样才能够更加

有利于研学导师的全面发展和整体培养。 

4.3.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校企共建核心专业
课程 

在研学导师的培养过程中，应当加大校企合作

力度，校企共建核心专业课程在进行课程。加大校

企合作力度，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力度，第二个方面是中小学于企

业的合作力度。在高校方面，通过与企业进行合作，

定期的将学生送往企业进行一定的学习培养，并且

通过企业老师定期的打分能够让真以及学校更清楚

的明白学生目前的学习情况，能够对学生进一步的

进行培养。除此之外，中小学也可以加大于企业的

合作，定期的组织学生进行学研旅行，当然这个组

织是以自愿为原则的。 

在加大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使得高效的学

研人才进行一定的实践。同时，对于中小学生而言，

他们也有有更多形式的课程学习。因此，在研学旅

行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还可以加大校企合作的力度，

共建校企核心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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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课程的构建方面，通过两校一起的不断

磨合，可以明确整个研学旅行过程中，最适合学生

的学习方案，从而解决研学旅行课程不适合学生的

问题，满足了对研学人才的培养计划。 

5.结论： 

研学旅行作为一个新的市场需求，它是符合时

代发展的，并且研学旅行对于现代的学生教育而言

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也基于此，研究了研学旅行

的内涵，特征以及研学旅行的意义，并且分析了成

为研学导师需要的核心素质以及当前研学旅行过程

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相

关的解决方法，希望能够为研学旅行培养出优秀的

研学旅行导师人才，从而使得学生能够通过研学旅

行的方式收获到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丰富自身的

人生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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