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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研学旅行的“三大怪圈”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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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在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从艰难地破土萌芽，到以不同的课程形态缓慢

发展，都昭示着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式正在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为中国基础教

育的整体转型创造良好条件，不少人已经认识到了研学旅行的育人价值、课程意义与改革效应。但

是，随着研学旅行的大面积开展和深入推进，研学旅行存在着需要警惕和避免的“三大怪圈”。
第一大怪圈是“单领域体验”与“多视界融合”的失衡。研学旅行强化多视界融合的综合体验，要

求将自然景观、人文遗址、科技馆、博物馆、现代农业示范园、自动化的制造车间、高科技产品制造园

区……学校、社会、企业等不同专业、不同领域多方位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社会调查、参观访问、项
目研究、同伴互助等活动中，形成解决问题的综合性体验，在日益丰富的综合性体验中发展必备品格

和关键能力。但是，当前研学旅行存在“单领域体验”与“多视界融合”的失衡现象。如何从“单领域体

验”到“多视界融合”，再到“单领域体验”与“多视界融合”的合理兼顾，在“专”与“博”的合理尺度下开

发研学旅行项目，设计研学旅行课程，制定引导策略，确定评价标准，从而走出“专而窄”“博而泛”的
研学旅行怪圈，这是值得长期研究的问题。

第二大怪圈是“趣”与“味”的割裂。“趣”即兴趣；“味”即品位、品质，是研学旅行活动引发的学生

探究世界、发现问题，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趣”是诱因，“味”是归宿，以“趣”兴味，以“味”
提质，是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的重要原则与思路。但一些老师在研学旅行活动中过分注重激趣，忽略了

“激趣”背后的“品位”发掘，笑话、趣闻逸事、奇谈怪论、形式化、娱乐化等内容居多，在学生世界、书本

世界、现实世界的联结点上，发掘有价值的问题与课程意义点的能力不足，既难以聚焦研学旅行中的

“关键事件”，也难以在关键事件中引导学生发现“自我意义”的建构点，更难以在课程智慧和临场智

慧的提升中，帮助学生达到“味浓”“情深”“意远”“行健”的发展境界。
第三大怪圈是资源建设中“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过度区分。国家和不少省市已将研学旅行

资源建设纳入整体规划，也有学者建议在资源建设中注重“儿童视角”，“为儿童营造属于他们的研学

旅行世界”，大有将“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区分开来的趋势。但是，研学旅行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引

导儿童从书本的“知识世界”和校园的“纯粹世界”走向现实的“复杂世界”，让“儿童”走向“成人”，以

“儿童之眼”观察和体验“成人世界”，以建构“将来的自己”，体验和探寻未来的有意义的“成人生活”。
从这一角度讲，研学旅行是“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桥梁，研学旅行活动的功能之一，就是要引导

孩子们大胆地走上这座桥梁，走向“成人”的彼岸，为实现“儿童世界”向“成人世界”的顺利过渡铺垫

基础。只有在研学旅行中把握这一要义，把“成人世界”真实地展现给儿童，让他们去体验和探索，才

能真正提升研学旅行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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