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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围绕陇东南地区研学旅行产品开发，基于ＲＭＰ分析方法，从资源、市场、产品三个方面对区域内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产品进行分析。归纳出该区域研学旅行资源特色、目标市场需求及现有产品存在的不足。根据分析
结果，从产业链协同发展、研学资源开发与课程品质提升、营销渠道拓宽、研学旅行人才培养、研学基地建设等方面
针对性地提出了产品开发及优化的策略。希望通过研究，能强化区域中小学生研学产品品牌形象，赋能陇东南地
区正在起步的研学旅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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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的研学旅行起源于１６世纪，盛行于１８世纪，在
英国得到发扬光大，被称为“教育旅游”。在我国，研学旅行
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游学。国外关于研学旅行的学术
研究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主要集中于“体验式教育”研究
和“教育旅游”研究。国内关于研学旅行的研究起步较晚。
自２０１６年教育部等１１部门颁布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
旅行的意见》后，相关研究出现了井喷式增长。研究进展大
多集中在旅游和教育领域，主要围绕研学旅行基本理论、研
学旅行开发与设计、研学旅行参与者行为以及研学旅行发展
现状与对策等方面进行。过去几年，研学旅行作为一种全新
的校外实践教育形态在中小学迅速展开，越来越受到学校和
家长的重视。研学旅行市场成为瞩目的新兴市场。数据显
示，２０２３年，中国研学旅行市场规模超过２２５０亿元，较２０１７
年增长近１ ５倍。２０２３年９月，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的
十大主题百条线路千堂课程，为深度了解甘肃陇东南地区的
研学资源、持续聚焦拓展区域研学市场提供了参考。

ＲＭＰ分析方法也叫昂谱分析，由吴必虎教授在１９９９年
提出，是以旅游产品为中心的规划框架。该模式主张在进行
Ｒ性分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资源分析）和Ｍ性分析（ｍａｒｋｅｔ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市场分析）后，进入Ｐ性分析（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产品分
析），具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特点。本文运用ＲＭＰ分析方
法，调查陇东南地区的研学旅行资源，梳理研学市场供求现
状，分析域内中小学生研学旅行产品类型和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产品开发和优化策略，旨在弥补由于缺乏系统性导致的
研究缺陷，丰富案例库，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价值。

一、陇东南地区研学旅行产品ＲＭＰ分析
（一）资源分析
１．资源特点分析
陇东南地处甘肃省东部及南部，包括天水、陇南、平凉和

庆阳四市，与川、陕、宁三省交界，是“关中—天水经济区”“陕
甘宁革命老区”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构成部分及辐
射区，与成渝经济区、西三角经济区毗邻。气候宜人，森林覆
盖率高，地貌类型独特。拥有１处世界文化遗产天水麦积山
石窟，３处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天水麦积山景区，平凉崆峒山
风景名胜区，陇南官鹅沟景区），文化品位较高。是红军三大

主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之地，也是最早创建陕甘边区苏
维埃政权之地。此外，拥有以天水工业博物馆、陇南金徽酒
厂为代表的工业旅游资源，还有较为丰富的地热资源，且中
药材种植范围广。这一区域融合了红色、绿色、始祖、农耕、
民俗、彩陶、工业、农业旅游等多种文旅资源类型，文化底蕴
深厚，旅游景点分布相对集中，为研学旅行产品开发奠定了
良好的资源基础。区域内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改善和扩建，带
来了更多机会。
２．存在的问题
资源整合与品牌建设大多依托资源所在景区或城市自

身的知名度，虽然形成了体现地方文旅特色的研学产品，但
在全省同类产品中，竞争力与辨识度不强。如依托天水麦积
山石窟的“石窟文化艺术研学之旅”与“人类敦煌·千年莫高
研学游”都是石窟文化研学课程，但敦煌莫高窟名气更大，且
在主题开发、内容设计和组织形式方面，比麦积山石窟更有
吸引力。

此外，对社会性热点资源的黏合度不够。２０２４年，位于
陇东南地区的核心城市天水因为一碗麻辣烫走向全国，带动
了区域农文旅的融合发展，仅３月１日至２２日，该市累计接
待游客２７６万次。但研学行业并没有借此东风开发出新的研
学产品。例如，围绕一碗麻辣烫，除了尝美食、赏美景、品文
化外，还可以深度开发出麻辣烫的制作工艺，麻辣烫中的饮
食文化、麻辣烫食材的特点和生长环境等科普类、文化类、自
然生态类研学旅行产品。

（二）市场分析
１．市场空间分析
我国研学旅行产品以中小学生为主要目标市场。作为

跨界旅游、文化、教育等若干领域的新型业态，研学旅行已被
教育部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均
非常重视。近十年来，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
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等，为研学旅行创造了优越的政策环境。
与此同时，义务教育“双减”政策的实施为该市场的增长提供
了重要契机。学生课业负担的减轻使得家长和学校更加注
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希望通过优质研学旅行产品培养中小学
生的综合素养，将其视为提供全面教育体验的有效途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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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２０２３年甘肃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陇东南域内普通小
学２０３５所，普通初中６６７所，普通高中１５０所，中等职业学校
５７所。在校人数超过１５０万，拥有一定规模的研学旅行需求
空间。
２．供求现状分析
首先，根据调研结果，市场现有研学产品对目标市场的

定位不够准确。未能按照中小学生的学段特征进行细分，研
学课程缺乏层次性，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初中、高中学生，全部
都是同一套研学内容。学生对参加研学旅行表现出了强烈
的兴趣和意愿，但对研学旅行的本质和教育目的没有清晰的
认识，大多数学生将其当成学校组织的春、秋游活动。

第二，研学课程与学生在学校所学课程的关联度不高，
重难点不突出，无法让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学
习的成就感不强。受访学生提到，参加研学旅行活动时，与
研学旅行指导师的教学互动少，研学旅行课程与学校课本关
联度不大，实践机会不多，以参观打卡为主，组织方式千篇一
律，每次参加研学旅行的收获较少。

第三，学校和家长对研学产品的关注点集中在研学旅行
活动的安全性、研学旅行课程的教育性和价值引领以及学生
的综合能力是否真正得到了锻炼。而现有研学旅行产品的
深度与广度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三）产品分析
１．产品类型分析
该区域的研学旅行产品主题多样，资源丰富。在甘肃省

文旅厅推出的十大主题研学线路课程中，陇东南地区占据了
六个，分别是“寻古问宗·始祖文化主题研学之旅”“星耀陇
原·红色文化主题研学之旅”“美美与共·民族民俗主题研
学之旅”“陇上踏歌·美丽乡村主题研学之旅”“崛起之翼·
工业文明主题研学之旅”“万物有光·自然科普主题研学之
旅”等，共计６０余条研学线路，百余堂课程。根据开发主体，
现有研学旅行产品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相关研学基（营）地根据自身资源自主研发的产品。
如平凉市崆峒山景区文化科普研学、天水市“伏羲始祖文化
研学之旅”、庆阳义渠民俗文化田园综合体开发的“小香包，
大梦想”研学课程等。

二是旅行社、科研院校或研学机构组合区域内代表性景
观推出的研学产品，这一类在研学市场中占大多数。如中华
一脉·如意陇原研学游（包括天水市麦积山景区、麦积植物
园—平凉市庄浪梯田、云崖寺、崆峒山—庆阳市周祖陵国家
森林公园、子午岭国家森林公园、陇东民俗博物馆、庆州老宅
子）、陇南市“匠心品质·科技未来研学游”（包括武都区祥宇
油橄榄工业旅游景区、武都区万象洞旅游景区—康县阳坝茶
厂、康县阳坝旅游景区—成县陇南电子商务产业孵化园、成
县西狭颂旅游景区—徽县金徽酒文化生态旅游景区、陇南·
嘉陵江大峡谷—两当县两当兵变纪念馆）等，不一而足。
２．存在的问题
第一，尚未解决研学旅行产品中“重游轻学”这一普遍存

在的问题。研学旅行课程是研学旅行产品的核心，也是产品
能否成功进入研学市场的关键。虽然以当地代表性文旅资
源为基础开发了系列研学课程，但从研学旅行产品开发的角
度来看，缺乏统一的原则和开发体系，导致同一研学主题下，
研学课程多却不精，内容同质化较高，没有形成错位差异化
发展路径，市场吸引力不足。以“匠心品质·科技未来研学
游”“中华一脉·如意陇原研学游”为例，前者以“科技”为主
题，后者主要依托“自然资源”，两种产品中都有自然资源和
民俗文化资源，但串联植物园、公园、景区、纪念馆等研学点

的主线不明确，教育属性挖掘不够，导致课程的教育目标模
糊，更侧重于旅行层面的娱乐性和观赏性。此外，课程的教
学组织形式单一，基本停留在参观学习阶段，考察探究、设计
制作等方式较少，缺乏参与性，导致产品的体验感不足。此
外，缺少研学旅行的课程评价方式与标准，无法评判教学
效果。

第二，研学旅行产品实施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陇东南
地区研学产品是否能够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满足大规模
学生在研学旅行中集体用餐、集中住宿等要求，交通食宿是
否区别于旅游团且满足《研学旅行服务规范》，也是决定产品
开发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甘肃省教育厅公布的第一批甘
肃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中，天水市１处，庆阳市２
处，陇南市１处。能够同时满足学生吃、住、旅行、学习的营地
数量有待加强。此外，开展教学活动，需要一定的场地空间、
师资、教学设备以及实践体验设施，而各研学点的教学设施
与师资力量的参差不齐，影响了研学产品的安全性、教育性
以及实践性。

第三，研学旅行产品营销多以旅游推介活动为主渠道，
缺少与学校的沟通。而我国研学旅行主体为中小学生，单一
的营销手段，导致产品无法精准对接目标市场需求。

最后，研学旅行指导师的课程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欠
佳，研学课程目标无法充分实现。在当前的研学市场中，研
学旅行带队老师以导游和中小学教师为主，导游对研学课程
设计、教学方法、学生认知规律等不了解，只“游”不“教”；中
小学教师课程教学能力强，但在协调沟通旅行环节方面不
顺畅。

二、陇东南地区研学旅行产品开发策略
（一）依托产业共同体，促进区域研学产业链协同发展
陇东南四市研学旅行产品的开发与优化离不开域内相

关部门的协调合作以及研学产业的联动发展。该区域与陕
西关中的宝鸡、西安、咸阳等几市同处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渭河、泾河流域，地缘相接，文化相通，风俗相融，相存相依，
经济联系密切，历史一脉相承，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地域文
化，进行研学旅行产业的区域联动融合发展得天独厚。作为
文旅融合发展的新业态，研学旅行离不开交通、住宿、饭店等
产业。交通运输部门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方式，推出研学旅行
套餐，能最大程度减少学生在旅途中的支出。酒店和饭店可
提供专为学生设计的低价优惠，形成一个安全且费用可控的
生态环境。作为旅游＋教育的跨界融合，研学旅行产品以集
体旅行的中小学生为目标市场，其开发优化离不开与学校的
沟通合作。

因而，研学旅行产品开发和行业的协同发展，需要在政
府部门的引领推动下，建立区域研学旅行产业共同体，将研
学产业链上的交通、住宿、餐饮、旅行社、研学基（营）地、景
区、博物馆、科研院校等单位和企业纳入其中，深化产业链上
的相关企业、行业组织以及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二）深挖研学资源，提升研学课程品质
第一，从研学资源与研学主题的对应关系、资源所属单

位师资及其专业能力、研学资源转化为课程的学习时长、资
源是否具备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条件等方面深挖研学资源的
教育价值，提升区域文化内涵、强化研学品牌形象。

第二，根据资源的属性整合区域内研学旅行资源，去掉
同一主题下拥有相同类型资源的研学点，保留资源的独特优
势。如中华一脉·如意陇原研学游产品中，通过删除麦积山
景区、云山寺、子午岭国家森林公园、庆州老宅子，能够有效
减少系列产品同质化竞争，避免因资源的重复而引起目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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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学习倦怠。
第三，细分目标市场。根据中小学生不同学段的身心发

展水平和学习特点，结合地域差异，紧密围绕学校教育目标，
分层次设计研学课程的教学目标。通过灵活调整研学旅行
课程目标、内容、重难点和组织实施方案，满足不同群体的需
求，体现研学课程的差异化教学策略。通过拓展研学课程的
广度与深度，最终拓宽研学旅行产品适用人群的范围，为本
地区、本省乃至全国中小学生提供更多校外实践教育活动的
选择机会。

第四，课程设计突出综合性，强调研学旅行单元课程中
学科知识的关联度和跨学科应用。突出实践性，结合资源特
点与学生的学段特征设计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始至终参与课
程，通过动手动脑，在亲身实践中感知知识的应用，完成探究
体验。

（三）善用传播渠道，开展多元营销
首先，根据ＲＭＰ分析结果，陇东南地区研学资源丰富，但

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不强，客源以本地或周边城市中小学生为
主，省内其他地区研学团较少，拥有较大的市场拓展空间。
针对目标群体对于研学旅行的认知情况，要继续发挥研学旅
行产业共同体的作用，在旅游推介活动中积极营销研学产品。

第二，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沟通配合，通过科普进校
园、文化进校园的形式，加深目标群体对研学旅行产品的了解。

第三，研学基（营）地、研学点可以通过官方平台积极宣
传，扩大产品自身的知名度，普及研学旅行在校外教育中的
重要性，提高社会公众的认知度。例如，围绕独有的研学资
源，深度挖掘并策划组织创作一批专题网络宣传作品；采用
商业化直播、主流媒体短视频推广和政府平台宣传相结合的
模式，强化区域研学产品的品牌影响力。

第四，深度结合社会热点，增强产品的关注度。例如，由
河北共青团冀州区委组织的“追寻伏羲足迹”千里徒步研学
团产品的主线是从伏羲的归天之地河南淮阳徒步至诞生之
地甘肃天水，本区域亦可借助这一产品的热度，围绕伏羲十
四大功绩，开发始祖文化系列深度研学游。

（四）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强化产品实施过程监督
《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２０２２—２０２３》指出：研学旅行发

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为解决人才短缺的现实困境，研学
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与科研院校合作，联合培养既有旅游专
业背景又有教育教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针对产
品运营中暴露出的问题，对照《研学旅行服务规范》，依托文

旅局培训中心、行业协会组织、研学产业共同体等，加强对研
学旅行指导师在研学旅行课程设计、线路规划、安全管理、课
程教学、研学活动组织与实施、研学评价等方面的专业技能
培训和考核。此外，还要强化研学旅行指导师执业过程的监
督管理，确保从业人员能提供优质的教育旅行服务。

（五）推进研学基（营）地建设，优化配套设施
相关文旅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统筹协调，相互配合，

积极发挥引领作用。首先，推进研学产业的规范化建设。统
一研学场所在教学、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标准，规范研学旅行
在住宿、餐饮等接待环节的服务流程。第二，做好旅行教育
服务的质量监控。积极推进研学基（营）地建设，严格把控基
（营）地是否拥有单团接待规模５００人以上的条件和经验，该
基地是否拥有特色研学资源或具有示范意义，营地是否符合
政策标准，条件是否满足２００人同时开展实践活动，在基础条
件、管理服务及安全保障方面是否符合基地营地建设标准，
是否配齐了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否开发了体现资源特色
的研学旅行课程，整体把关研学旅行产品中各环节的安全防
范措施及安全保障体系。第三，加快配套设施建设。督促各
研学点根据市场需求，配套、完善研学旅行教学设施，努力提
升师资水平，让学生“进得来，出得去，散得开，弄得懂，学得好”。

三、结论
本文基于ＲＭＰ分析方法，对陇东南四市的研学旅行资

源、市场、产品进行了梳理。总结出了该区域现有研学产品
存在的不足，并提供了相应的产品开发及优化策略。希望能
够细分研学旅行市场，强化区域研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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