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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卢珍珍

研学，在亲子活动中，早已成为一种潮
流。从旅行社近几年不断推出的研学产品就
可见一斑。

大到几百人的集体研学活动，小到 10
多人小班化的特色研学，一场优质的研学活
动，到底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在研学市场，家
长看重的又是什么？

小众

在临海大火山景区内，一次火山研学活
动，已经接近尾声。10多个孩子坐成一排，
张献斌站在对面，鼓励孩子们勇敢说出这次
活动中的小发现。

轮到一个上幼儿园的女孩发言时，张献
斌主动走上前，半蹲并平视着她，耐心引导
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是“屎壳虫自然工作室”最普通的一
次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喜欢叫张献斌“橙子
老师”。

张献斌，温岭人，从事环境保护领域工
作 20年。2018年，张献斌创立了“屎壳虫自
然工作室”，截至目前，工作室已经开展亲子
自然教育600多场。

“初衷是想给孩子美好的童年。另外，我
们发现，传统的环境教育成效很慢。如果让
孩子喜欢上大自然，不去破坏环境，成为环
境护卫者，那将是一种突破。”张献斌介绍。

春夏秋冬，台州不同季节里的自然与动
物，成了张献斌的天然课堂。

在一堂自然教育中，不管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张献斌要接住孩子们口中的

“十万个为什么”。为了做到准确的知识传
达，张献斌要经常性参与学习和培训，“我
们团队兼职的 6 个老师，上岗前都需要 1
至 2年的培训”。

但所有的教育，最终要回到“保护环境”
这个初衷。在一堂关于萤火虫的自然教育
中，张献斌会让孩子抓几只萤火虫，用昆虫
观察器来分辨雌雄。但讲述萤火虫的生长习
性时，张献斌会提到它不会迁徙的特性，“如
果你带走萤火虫，它没法存活，所以我们观
察完，会让孩子把萤火虫放回大自然”。

在天台，“一季叁秋”文化工作室的主理
人徐卫飞，自己设计课程，关于农耕、节气、
美学、音乐等等。

以三月三上巳节为例，徐卫飞会将场景
布置在户外，并将与节日相关的活动串联起
来，“《兰亭集序》的开篇，生动地记录了上巳
节盛事，我们会研读。另外我们还搭配了插
芍药花的课程”。根据自己设计的课程，徐卫
飞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来授课，以保
证知识的专业性。

在台州，一个孩子如果想要参加研学
活动，大致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学校组
织，由老师和学生确定研学主题，并设计
研学路线；另一种是与旅行社对接，由旅
游公司设计研学产品；最后一种是参加
个体工作室，由专业团队承担，推出特色
研学教育课程。

“屎壳虫自然工作室”“一季叁秋”属于
最后一种，每次的研学课程都是小班化，在
15人左右。也因为各自的专业性，赢得了亲
子市场较高的复课率。

热衷

研学，在台州有多热？
“屎壳虫自然工作室”推出的研学路线，

椒江的张娅莉带着孩子，几乎走遍，“观鸟的
课程，重走了好几次”。

“孩子平时都是埋头读书，参加自然教
育课程，可以让他走到户外。活动中，他也可
以和同伴玩耍。”让张娅莉印象深刻的，还有
北京团队在台州办的研学活动，“他们只是
设计了简单的运动，但孩子可以释放天性，
玩得快乐”。在儿子小的时候，张娅莉陪着孩
子一起参加亲子研学，如今儿子可以和同学
结伴，飞到云南研学。每年，儿子在研学上的
花费在2万元左右。

暑 假 还 未 到 来 ，温 岭 的 陈 女 士 ，已
经给四年级的儿子安排好暑期在上海
的研学课程。“我的邻居和儿子同学的
妈妈都推荐这个课程，晚报名就会抢不
到名额。”7 天的研学活动，要 8000 元左
右的费用。

通过微信公众号，陈女士关注了几个
研学团队，“每个团队针对的课程不一
样，自然教育、体质提升，也有学习时间
管理的。”根据孩子现阶段想要提升的方
向，陈女士会给孩子报名不同的课程。每
年，陈女士给儿子报名研学的费用在 1 万
元左右。

“就是让孩子开心。”陈女士相信寓教于
乐带来的能量，“他参加过一个飞盘营，如何
躲避都有技巧，在玩当中不知不觉会额外学
到东西。”

张娅莉儿子长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
生物学家。“参加过几次观鸟活动后，他
自己回来也买了望远镜，经常在户外寻
找鸟类，再从书本中找到所发现的鸟的
生活习性。”

现在，张娅莉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
可以自己打包好行李，和同学乘飞机飞
往云南研学。“独立感增强，视野和格局
都会变得不一样，可能不会拘泥于眼前
的小事。我们谈论过他升初中的事情，关
于选择不同的学校，他心态很坦然。”张
娅莉觉得，这和儿子走进大自然看世界，
多少有点联系。

虽然女儿才读幼儿园，但玉环的王女
士，已经让女儿参加过多次研学活动。

“我比较赞同通识教学，课堂之外，孩子
要学习的知识也很多。一部分来自于阅
读，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参与活动，研学就
是让孩子沉浸式学习。”王女士说，研学
活动中，孩子会面对不同的群体，女儿如
何和团队成员沟通、合作，都是她期待看
到的变化。

挑选

面对纷杂的研学机构，如何选择，是家
长较为头痛的事情。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家长挑选研学机
构时，往往更看重他们是否尊重孩子，是否
有足够专业的知识背景。

“‘屎壳虫自然工作室’的带队人，能让
我感受到他热爱户外，我也很看重他的发起
初衷。他的知识体系非常庞大，孩子随便问
一个大自然的问题，他都能及时回答。”带领
人知识的专业性，是张娅莉给孩子选择研学
机构时，最为看重的。“有些老师很懂儿童心
理，非常了解孩子，一个简单的活动，能引导
孩子玩得开心。”

张娅莉非常排斥的，是商业味特别浓的
活动，“会间接伤害到孩子”。在她接触过的
研学机构中，也有些课程属于走马观花，“有
些团队甚至会发很多零食”。

研学活动，如果没有“研”或者“学”，带
来的教育意义将非常局限。

“小众的研学机构，特色还比较明显
一些。如果是针对大批量学生的研学活
动，可能就缺乏教育性和实践性，和春
游、秋游也没有什么差别。”王女士曾经
比对过市面上旅行社推出的研学活动，

“旅行社推出的研学活动价格相对便宜，
但他们推出的研学路线和内容，方案都
特别雷同。”

让王女士较为担心的是，如果带领团
队人员的专业性不强，传达给孩子错误的
知识点，可能也会影响到孩子。“我们家长
都希望能够寓教于乐，但这个课程怎么设
计，其实很难。”

当谈论研学时，
家长们更看重什么？

近年来，在全国推行“双减”政策和“新劳动教育”的背景下，研学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
时也造就了旅游市场的新蓝海。

研学游，不仅是孩子们眼中的“行走的课堂”，绿水青山、古村古镇、文博场馆等，都是我市研学游的热
门目的地，也进一步释放“旅游+教育”的产业动能。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合作布局

近日，“研学唐诗之路 品读山海台州”
台州市研学旅行产业提升暨“诗路研学”专
题推介活动在天台举办。现场集中展示了全
市优质研学资源，也提出了“打造台州成为
省内研学旅行高地”的雄心壮志。

在此次活动中，公布了我市一批优秀的
“诗路研学”精品课程及线路。

前期，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教
育局联合发起台州市“浙东唐诗之路”研学
产品征集和评选活动，吸引中小学校、高校、
文博系统、研学基地（营地）、旅行社等单位
机构踊跃报名，集合教育界和文旅界“智囊
团”力量，全方位展示台州丰富的研学资源
和浓厚的研学氛围。

天台县赤城小学裘琼珊编写的《研学唐
诗路》课程产品，入选此次诗路研学精品线
路。“课程包括华顶、赤城山、寒岩等10个研
学点，以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把教育
镶嵌在旅行的各个环节，如诵唐诗、画唐诗、
创作诗等。”

当研学遇上博物馆，又是另一种形态的
存在。此次入选的精品课程之一，《东南名
郡，千年州府》——临海市博物馆研学之旅，
立足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与学校教育需求
有效衔接。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台州已有多家公
共博物馆推出研学服务。如黄岩区博物馆依
托自身藏品及社教资源，形成“黄小博进校
园”“文保研学”等系列研学课程体系，服务
群体从幼儿园幼童、中小学生，扩展至高校
学生。“我们的研学游课程，充分体现博物馆

‘基于实物学习’的独一无二性。”该馆宣教
科负责人蒋艾琳介绍。

活动当天，由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市教育局联合打造的台州研学旅行平
台——“浙东唐诗之路”数字化应用也正
式上线。此次入选的诗路研学精品课程、
线路将在平台发布展示，进一步激活台州
研学市场。

事实上，在这场专题活动之前，我市
各地在引导和扶持研学市场方面，早已有
所行动。

2018年，天台被列入“全国中小学研学
教育实践基地”。该县着力布局研学版图，
现已打造了一批国家级、省级、市级的研学
基地（营地）。此外，天台将唐诗之路目的地
等文化遗产与学校教育相融合，如“霞客寻
踪”就是天台具有影响力的研学精品旅游
路线之一。

椒江区则创新机制，由政府牵头，实施
“区域推进‘大陈岛垦荒精神’实践育人样
态的探索”项目，创新编写研学旅行丛书

《垦荒少年行》，推出大陈岛垦荒精神研学
系列路线，制定实施全区研学方案，引导青
少年沿着研学路线重走垦荒之路，在学中
悟、在悟中行。

抢占先机

处于发展阶段的台州研学产业，各研学
基地、营地建设也在不断健全中。

记者从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台州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我市入选“浙江
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台州市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基地”的机构，已
达80家。

台州多家大型旅行社也已入局研学
市场，参与建设、投资研学基（营）地，实
现企业转型发展和助力乡村旅游的双向
奔赴。

早在 2017年，浙江华夏国际旅行社成
立台州市两岸三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
入驻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市场。

两岸三度研学实践教育营地位于黄岩
区屿头乡石狮坦村，辐射范围 1000余亩，已
入选“台州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
基地”。“投资建设研学营地，是我们谋求转
型发展的重大尝试。”浙江华夏国际旅行社
董事长陈春芳说。

2018年，天台县龙溪乡与台州华顶国际
旅行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占地 300亩
的多彩田园研学基地、和合研学营地。

天台寒山多彩田园研学基地负责人
徐小军认为，旅行社参与建设研学基地，
相当于介入一个全新领域，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

作为中小学校外研学旅行的承接机构，
基地建设在场地环境、课程设置、师资配套、
住宿餐饮等方面都对应评定标准。

研学基地项目，也是有效激发乡村旅游
的共富引擎。

2020 年启动的温岭田园牧歌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项目，由温岭市城南镇、凤溪
村、浙江假日国旅旅行社合资共建。项目
负责人程肖介绍，田园牧歌基地自开园以
来，为周边村庄提供了一定就业岗位，此
外基地积极实践村集体入股、土地出租等
多维度的共富路径，带动凤溪村村集体和
村民增收。

借助研学赋能旅游消费场景，不仅丰富
了学生的校外生活，而且促消费、扩内需，对
推动旅游业恢复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据了解，现阶段，台州各中小学校探索
把研学旅行纳入教学计划，与春（秋）游、军
训、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相结合。

陈春芳介绍，今年，两岸三度研学营地
恢复全面开放，已承接多场台州市内学校活
动，接待中小学群体近4万人次。目前，该研
学营地正在积极布局暑期亲子研学市场。

徐小军说：“研学基地还会和台州各大
旅行社企业抱团合作，扩大产品销售市场。”
从 2019年开始，该基地的中小学研学业务
已辐射省内范围。

加强开发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台州有多家
研学基地、营地，朝着特色品牌打造的方向
去推进。

市面涌现了多种类型的研学产品，涉及
一日游、多日游，涵盖田园体验、红色文化、
非遗体验、户外拓展、自然科普等主题，可以
较为充分地满足不同主体的研学需求。

今年 3月，位于仙居县的“智慧研学括
苍营地”对外试营业，这是一家集非遗传统
文化教育、非遗技艺体验、现代科技教育、劳
动实践教育一体的特色全民研学旅行营地。

关于非遗研学课程，营地引入仙居蓝
印花布和仙景根雕两大非遗传统文化项
目。仙居蓝印花布非遗传承人徐英伟表示，
多年来，他肩负非遗传承技艺工作，并形成
了一套科学的非遗体验课程体系。“借助研
学课堂，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实地感悟文
化精髓，我们也能把文化、技艺和市场有机
结合起来。”

黄岩两岸三度实践营地则与当地宋韵
文化紧密结合，新建柔川书馆，设插花室、书
画室等功能区块，“在课程提升上，我们的研
发团队在原有户外拓展课程的基础上，融入
宋韵、农耕等文化体验内容，形成‘动静结
合’效果。”陈春芳说。

温岭田园牧歌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为提
高项目的运营水平，在汇聚浙江假日国际
旅行社业务骨干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校企
合作和文旅人才招引，充分发挥人才在研
学课程中策划设计、组织指导和协调管理
等作用。

采访中，也有多位旅游从业者表示，希望
在研学标准化建设、政策扶持、课程设计研发、
人才培训等方面，得到更多政策和技术支持，
让研学市场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研学热，一场新的跨界融合

本文配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温岭田园牧歌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仙居县的“智慧研学括苍营地”引入仙
居蓝印花布体验项目。

位于黄岩区屿头乡的两岸三度研学实
践教育营地。

黄岩区博物馆依托自身藏品及社教资
源形成“文保研学”等研学课程体系。

“屎壳虫自然工作室”组织的户外自然教育研学活动。

张献斌与孩子面对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