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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来，各种研学类活动广受追捧。面对市
场上名目繁多的研学类活动项目，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综合研判相关消费投诉后，发布暑期研学
消费提示。

要科学理性消费 消费者要理性看待暑期研学
类活动，合理评估消费需求，避免从众心理，盲目跟
风。要尊重孩子意愿，综合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性
格特点针对性选择研学活动。在挑选研学项目时，不
要把报价档次、线路名气、出国次数等作为参考指标。

要牢记出行安全 研学类活动由于参与人员
较多且以中小学生为主，对饮食、出行、组织的安全
要求更高。消费者选择研学项目，要将孩子的人身
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对研学项目全面了解、多方考
察。要注意查看主办方资质，对安全措施、服务评
价、师生配比、专业救援人员配备等信息进行梳理
对比，尽量选择经营时间较长、安全措施齐全、信誉
好、服务水平高的机构。建议不要参加无相关许可
资质的研学项目，对个人、微信群、车友团自发组织
的研学类活动要慎重选择。

要甄别虚假宣传 对于“北大清华名校联办”
“名校教授讲解”“与科学家面对面”“弯道超车”“提
高免疫力体能培训”等各种宣传噱头，消费者切勿盲
目轻信。要对研学项目宣传内容进行查询辨别，可
通过致电名校官方电话等正规渠道核实“名师”身
份、专业程度、研学主题，上网查看消费者评价留言，
避免参加馆内“放羊”“校门打卡”“游而不研”“只研
不游”等存在虚假宣传或货不对板的“伪研学团”。

要看清合同内容 消费者签订合同时，一要明确
合同签订主体，防止出现研学活动的组织者、承接业
务的合作方等几个经营主体相互推卸责任。二要明
确研学线路、收费标准、时间日程、食宿条件、出行交
通、秩序管理、师资力量、安全保障、安全风险提示、退
费办法、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事项。对合同中存在
的不公平格式条款要及时指出，并要求修改或删除。
三要警惕“未包含费用”等收费陷阱。机构在低廉价
格基础上，通过各种名义增加费用，以此变相提高总
费用。对过高自费项目要仔细核对消费内容，谨防

“挂羊头卖狗肉”的陷阱。四要将双方口头达成的约
定和经营者的口头承诺书面写入合同条款中。

要保存消费凭证 消费者签订合同后要及时索
要发票或其他缴费凭证，留存合同、收费单据、微信
聊天截图、宣传海报照片和现场视频等。如遇到消
费纠纷，可及时与商家协商；如协商不成，可向有关
行政部门投诉或拨打（023）63710315向重庆市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华龙网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研学旅行目前还处
于市场导入期，尚未完成应有的理论建构和政策设计。
如果将组织者限定于学校管理者和旅行社，很容易变成
一个内卷的产业体系。但如果仅仅把研学旅行当作一门
生意，就算市场规模再大，也不是国家战略格局中研学旅
行应有的样子。推动研学旅行向好发展，应由教育、文化
和旅游、地方政府等部门共同参与，建立研学营地。

戴斌建议，研学营地的选址范围，可以是考古遗址公
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保护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也可以是文化、艺术、教育和科技集聚的重点区域，

也可以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城市空间。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李明德表示，首

先，研学旅行组织者应该有比较完整的研学教案，让监管
者和家长有可衡量研学效果的评价标准，而不是像当前
很多研学机构问孩子是否满意。其次，研学带队者要善
于讲解，能够把研学所见转化为知识。

戴斌还指出，研学旅行不能只盯着传统历史文化。
其实，研学中可以涉及很多知识，比如学习建筑知识、自
然地理甚至地球学的相关知识。

综合中新社、澎湃新闻等

变味的研学游如何回归本心？

相关新闻

延伸

重庆消委会：警惕“伪研学团”

研学游变成了校门打卡游？

北大入校通道，不少游客顶着烈日排队等候进入。

77月月 2424 日日，，北北
京大学发布京大学发布《《校友校友
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预约入校违规情况

通报通报》》称称，，77月月2121日日，，一个校一个校
外研学团队由部分校友通过外研学团队由部分校友通过
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拆分
预约预约139139名学员入校名学员入校，，北大北大
将关闭相关将关闭相关4646名校友的预名校友的预
约权限约权限。。这是北大继这是北大继77月月77
日之后再次出手整治研学团日之后再次出手整治研学团
队违规入校队违规入校。。

随着暑假来临随着暑假来临，，全国各全国各
地迎来研学游高峰地迎来研学游高峰。。原本具原本具
有公益和社会属性的研学有公益和社会属性的研学
游游，，如今俨然成了一门如今俨然成了一门““生生
意意””。。““变味变味””的研学游该如何的研学游该如何
回归本心回归本心？？

爆点
北大半月内两次出手整治

北大在《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中称，7月21
日，一个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由
部分校友通过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
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

该通报称，依据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将关闭相关46
名校友的校友预约系统使用权限，其不再具有预约本人
及同行人员权限。与此同时，学校保卫部、校友工作办公
室将进一步完善校友预约系统使用规则，明确预约同行
人员但实际未同行的校友，将取消预约同行人员权限，不
再恢复。

北京大学保卫部此前也曾发布通报称：7月5日，一
个名为“狼爸部落”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联系校内人员、
借用账号在树洞平台发布预约求助信息等方式拆分预
约，由多名校内师生预约入校。通报称，将关闭组织人员
的预约入校系统使用权限，不再恢复。

据介绍，为满足暑期公众参观需求，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先后发布预约参观消息。其
中，北京大学在本月8日起恢复校园预约参观通道。“平
安燕园”微信公众号称，为维护校园秩序，个人和团队预
约均实行限额管理。此外，校园参观不收取任何费用，请
参观者拒绝以任何名义提供参观服务的有偿预约行为。

然而，一些打着研学名义的团队，却破坏了高校校园
的参观秩序。

乱象
清北研学游成校门打卡游

“打着名校研学的旗号宣传，结果却被告知进不去，
有种被骗的感觉！”最近，家长丁女士发布朋友圈，痛斥某
研学机构的虚假宣传行为。

她说，自己为9岁儿子精心挑选了7月3日的名校暑
期研学项目，广告中明确提到有北京大学的参观行程。

“孩子一看能进北大，眼睛都亮了，吵着嚷着就要报这
个。”丁女士说，尽管该项目9980元价格远超心理预期，
但她还是为儿子的名校梦买了单，“我也希望他能进名校
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氛围，激励他努力学习。”

“这里明明写着，一整天都在北大，学生将进入校园
参观，了解专业学科设置及校园生活。”在丁女士展示的
行程单上，赫然写着“第三天青年力量召唤，全天：北京大
学”的加粗文字，当晚还会有一场“状元见面会”，学生将
和北大校友见面，分享成长经历。然而，当儿子满怀期待
地等待出发时，丁女士却被告知，因北大在该团期内尚未
开放社会参观，整日行程替换成参观其他博物馆。“工作
人员说，考虑到孩子打卡名校的心愿，将安排前往清华或
北大门口合影留念。”

调查
研学游俨然成为一门生意

究竟什么是研学游？公开报道显示，2016年，教育
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明确指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研学游），是由教育部门和
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
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
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

《意见》还指出，研学旅行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
经营性创收，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要精心设计研
学旅行活动课程，避免“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现象。

同年，原国家旅游局发布《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明确
研学旅行主办方应为有明确研学旅行主题和教育目的的
研学旅行活动组织方，承办方为与研学旅行活动主办方
签订合同，提供教育旅游服务的旅行社。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接受采访时称，研学旅行
与传统旅游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公益性、社会性比较强。
研学旅行一定是研学在先，旅行在后。过去几年，随着家
长对研学旅行的认识提高，更多机构从研学旅行中看到
了商机，将研学游当成一门生意。

经调查发现，目前研学旅行市场上，研学企业、亲子
游/冬夏令营机构、旅行业转型（研学游）创业者等鱼龙混
杂。数据显示，近6个月，我国新增研学旅行相关企业
992家。社交平台上，也能看到不少个人创业者组织的
研学旅行。

一家研学旅行社工作人员向媒体记者透露，公司具
有旅行社资质，并且成立了一家教育公司，但没有与学校
等举办研学活动的相关合同。记者又以消费者身份通过
某旅行平台联系了两个近期可报名研学活动的旅行社。
两家旅行社工作人员称，公司是旅行社，新增了研学业
务，无开办研学活动的相关资质或合同，也没有开展研学
的课程方案。

近日，“清北学霸怒斥研学内幕”还登上微博热搜。
有清华和北大学子反映，山东济南一公司举办研学活动，
邀请清北学生分享经验并承诺给费用，但清北学生去做
分享后发现，宣传与事实严重不符。名校游变成校园门
口打卡游，草草了事。

北京大学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