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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学活动受热捧，红色研学、科技研
学、乡村研学……研学主题更为丰富，研学范
围更为广阔。然而，随着研学市场的日益扩
大，也出现了一些良莠不齐、价格虚高、货不
对板的问题，一些地方已通过建立公开遴选
机制着手规范。

各地“研学热”恢复明显
自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研学旅行已经纳入全国中
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广东、浙江、江西等地因地制宜
建设了一批研学基地，制定了研学的具体实施意见。

“双减”背景下，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
和全面发展。研学让孩子走出教室，探索自然，接触
社会，通过实践体验达到“知行合一”。这种教育形
式已被教育部门、学校、家庭广泛认可。

在茶研园里参与茶叶的生产过程，徒步森林认
识生物多样性，在果园里撸起袖子耕地翻土……5月
24 日上午，江西省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第三小学 300
余名学生走进梅岭研学小镇开展“红色、古色、绿色”
三色文化研学活动。今年这里已接待当地研学团队
8万人次，预计全年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研
学团队20万人次。

在广东，科普类研学比如参观港珠澳大桥，乡土
民俗类研学比如体验农耕劳作，历史文化类研学比
如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直是热门之选。稻喜文化
旅游发展(广州)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冯志威说，他们
在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米埗村结合乡村振兴，打造
乡村民俗文化体验和非遗传承研学项目，仅一个小
村庄，今年累计接待近万名中小学生。

广东省研学旅行协会常务副会长张萌说，2023
年春节过后，广东省研学市场迅速回暖，省内中小学
从3月份开始轮期排班参与研学旅行实践活动，有些
服务机构仅3月份1个月的接待量就达8万人次，有
的基地甚至每天接待超过3000人次。

浙江文旅机构相关人士透露，浙江今年“五一”
期间省内亲子游中四成以上为周边研学项目，涉及

红色之旅、宋韵文化、乡村振兴、山海协作等多个主
题，其中亲近自然和文博探秘类项目尤其受欢迎。

市场有待进一步规范
研学市场近年来增长迅猛。按照相关规定，学

校通常安排小学四到六年级、初中一到二年级、高中
一到二年级参加研学旅行。业内人士估计，研学旅
行市场总体规模超千亿元。

然而，随着研学市场的复苏，多方抢滩、价格虚
高、货不对板等问题也不时暴露出来。记者采访发
现，浙江省内经营研学业务的机构数千家，其中不少
为各种培训机构、俱乐部、教育服务咨询类企业，未
必具有委托开展研学的文旅资质，研学项目质量也
确实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

近日，广东一名学生家长曝光学校组织研学5天
收费5980元，引发社会对研学收费标准的质疑。记
者发现，有的研学项目免费而有意义，比如关注盲人
群体，采访盲人，体验盲人如何坐地铁，而有的项目
却是打着研学的旗号，实则组织学生竞赛、考试，收
取上千元的费用。

江西湾里管理局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张岚清
表示，有的研学活动内容安排随意，路线设计不合

理，“只旅行不研学”，学生花了钱和时间也没有真正
学到东西，导致他对孩子参加研学旅行，特别是中长
期的研学夏令营产品存在质疑。

尽管不少学校都为研学活动设置了主题，还有
学校提前编写制作了研学手册，要求学生围绕特定
的研学主题进行实践。但在实际过程中，不乏学生
将研学几乎等同为“春游”“野炊”等，甚至三五成群
聚在一起玩手机、打游戏。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研学导师蔡伟说：“部分学
校在研学课程上，一定程度上存在分类不精确、对象
不精准的问题，研学后的感悟分享和成果运用也抓
得不够到位。”

建立标准严格监管强化评价
安全是研学的生命线。蔡伟建议，厘清政府管

理部门、学校、委托企业、家长、保险公司各方责任，
同时强化研学旅行安全教育，学校、研学机构、研学
基地等应强化全体人员的安全意识，做到人人都是
安全员。

河南宿描曹操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李一鹏说，当前研学旅行市场良莠不齐，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缺乏相关标准，包括准入标准、资质标准、产
品标准、运行标准、内容标准等，需要政府相关部门
结合行业实际制定相关标准和体系，并依据标准进
行严格监管。

“各省市已将研学实践教育评价结果逐步纳入
学生学分管理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因此，
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评价机制十分必
要。”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研学旅行协会会
长吴颖民说，学校要在充分尊重个性差异、鼓励多元
发展的前提下，对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情况和成效
进行科学评价。

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多的研学质量不高、流于形
式、价格不透明等问题，一些地方已经探索出了管
理机制。江西省新余市制定了中小学研学实践管
理办法，建立健全公开遴选、家委会监督等机制，促
进研学机构良性竞争，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研学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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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热”背后：研学市场如何规范发展？

2023年4月，孩子们在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米
埗村体验农耕插秧研学活动。 冯志威 摄

近段时间以来，“二阳”等新冠病毒二次感染的
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当前新冠病毒流行情况怎样？为什么“阳”过
以后还会再“阳”？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近日组织专家进行了解答。

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可控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新冠疫情在

今年2月份平稳转段以后，进入局部零星散发态势，
从今年4月下旬开始，疫情有所上升，5月中旬以后
进入了低水平波浪式流行态势。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 王丽萍：那么从发
热门诊就诊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4月下旬以来
就诊的患者虽有所增加，但是整体的话这个量还是
要远远低于上一波疫情流行高峰的时候的发热门
诊就诊量。患者绝大部分还是轻症的患者，所以结
合就是多渠道我们监测的数据研判，在接下来这段
时间，由XBB系列变异株引起的疫情还会持续一段
时间，但是全国整个疫情防控形势还是平稳可控
的。

专家提醒公众，预防感染仍要继续保持良好的
卫生习惯，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 王丽萍：要是去医
疗机构、养老机构这样一些场所的时候，尤其是对
于老年人、有慢性病基础疾患的这样一些人员和孕
妇这样一些重点人员，我们还是建议他们要佩戴好
口罩。

XBB系列变异株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介绍，监测

数据显示，不论是输入病例还是本土病例，奥密克
戎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均较高，这跟全球XBB系
列变异株占比基本一致。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 陈操：在输入病
例当中，XBB变异株它的占比持续处于一个高位，
在5月15日到5月21日的采集序列当中，已经占比
达到了95.2%。那么在本土病例中，它的XBB系列
变异株占比是占5月15日到5月21日采集序列的
91.9%，其他的一些奥密克戎变异株，它的整体占比
是不足10%的。那么进化分析的占比与我们全球的
和我们国家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同期的主要流行毒
株是一致的。随着输入的变异株毒株的不断增加，
还有我们国家人群的抗体水平的不断衰减，近期感
染XBB变异株的病例的数量可能会增加，但它的致
病力没有明显的变化。

“二阳”是否对身体危害更大？会留下

后遗症吗？
针对公众们普遍关心的“二阳”症状是否严重，

“阳”的次数越多症状是否会越重，对身体的伤害是
否越大？“二阳”患者应如何处置病情？是否会留下
后遗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进行了解
答。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 李侗曾：现
在我们观察到的“二阳”的人群还主要是年轻人和
青壮年，就是18岁到60岁这个阶段的人。总体来
说这些人“二阳”之后，症状是比“一阳”的时候要明
显轻，可能过去他有时候剧烈的头痛、“刀片嗓”、咳
嗽特别重，“二阳”他自己的症状感觉是比第一次要

轻，恢复也更快，一般 3~5 天的时间，可能第一次
“阳”的时候大部分人需要5~7天。所以大家感觉没
有第一次那么紧张了，整体的这些年轻人、青壮年、
免疫功能正常的人，他还是在第一次感染之后获得
了抵抗力，他在面对第二次的时候就能够更轻松、
更容易战胜病毒，恢复更快一些。

专家建议，“二阳”患者不要带病上班，否则不
利于感染者恢复，还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 李侗曾：如
果有发烧、呼吸道症状，肯定是要休息。如果是说
经过休息之后，感觉症状还在加重，尤其是超过5天
了，还是有发烧，一直高烧，甚至是有胸闷、憋气这
样的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如果感觉症状不严
重，绝大多数人在5天左右是能够康复的。

对于一些人担心的新冠后遗症问题，专家也做
了解释。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 李侗曾：
有一些患者他恢复得比较慢，但是按照世界卫生
组织定义，一般说要超过三个月，仍然存在着这些
症状，并且这些症状持续已经超过两个月了，我们
叫它“后遗症”。实际上符合这个定义的是比较
少，因为有些患者他是一两个月还没有完全好，他
就比较着急就来就医，实际上超过三个月之后再
来就医的仍然有症状是非常少的。国外的一些报
道，就是“二阳”甚至“三阳”之后后遗症更重的，主
要是依据的是一些脆弱人群，老年人和基础病比
较多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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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阳”怎么办？当前新冠病毒流行情况如何？专家权威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