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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众多高校在暑期向社会公众开放参

观，研学游孩子们的身影也开始出现在各大

热门城市的大学里。

然而，有不少打着“研学”旗号的机构，通

过各种内部渠道获得高校入场券，还有兜售

名校门票的“黄牛”露头，从中牟利。

北京大学保卫部就曾在 7 月 7 日发布一

则违规情况通报，一支名为“狼爸部落”的校

外研学团队，通过联系校内人员、借用账号，

在某平台发布预约求助信息等方式拆分预约

入校。

到底是谁在倒卖名校“入场券”？近日，

本报记者从多家研学机构提供的行程单了解

到，这些“清北营”往往长达五六天，内含故

宫、水立方等热门景点游览和大量学习分享

活动，但与“清北”相关的游览内容大多仅安

排半天或几个小时。

部分研学机构为打消家长的顾虑，在行

程单上对清华大学、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

热门景点都标注了“保进”，有工作人员用“内

部预约”“内部渠道”“保证进入”等方式打上

包票。还有机构甚至表示，正规渠道“难进”，

但他们“有可靠的黄牛”。

本报记者通过某平台联系两家宣称可进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研学的机构，对方

均表示“会安排好进校问题，不需要家长自行

预约，但需要孩子身份证”。

据了解，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均向社会开

放预约，合规的团体预约须在高校访客中心

备案。但记者询问研学机构工作人员是否备

案时，对方均表示“内部渠道”“不需要经过访

客中心”。

有业内人士称，由于预约参观的机会“僧

多粥少”，某些机构又未能与校方达成合作，

“黄牛倒卖”便成了这些机构的潜规则。

此外，也有部分学校和研学企业合作形

成垄断，各种路线的衣食住行、保险费、教育

费等价格虚高、名不副实等乱象也由此出现。

无需预约也能进校园
某些研学机构称有可靠“黄牛”

今年研学游特别火爆，但其背后却隐藏着重重“陷阱”。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旅游机构吃准了家长的焦虑心理，披

着“研学外衣”，乘机虚抬线路价格。有些游学机构行程安排得模

棱两可，甚至名不副实，根本无法兑现相关行程。与此同时，由于

近来高校预约入校的人员限制，从中还催生了倒卖“门票”的行为，

使得“研学游”乱象丛生。

“与状元面对面”变成穿学士服拍集体照

好好的“研学游”，背后却是套路满满

本报记者 许伊雯 实习生 关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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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营”变“排队营”
部分研学机构“挂羊头卖狗肉”

六月底，吴女士和孩子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杭州某机构

组织的“北京研学夏令营”。但没想到，说好的研学“夏令

营”竟变成了“排队营”，“六天五晚的研学旅程里，掐头去尾

只有四天。除去孩子们高温天排队的一天半，只剩下两天

半的时间。”

家在浙江的江女士同样感受到了某些研学机构“挂羊

头卖狗肉”的行为。她花了大几千元报名的“北京研学夏令

营”，宣传的景点“有一半没去”，更有甚者“排了队也没进

去”。

除此之外，该机构宣称的“与状元面对面”也和家长想

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这算什么‘面对面’，只是换了

个学士服，拍了个集体照，为了拍照还排了一下午的队。”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研学机构在“名校游”宣

传中并未具体说明校内行程，只是通过“感受名校学术氛

围”“感受大学生活”等含糊的宣传话术，吸引家长为孩子

“励志清北”“逐梦名校”掏腰包。

很多家长最后却发现，孩子根本没进入清华北大校

园。按照机构工作人员的说法，“考虑到孩子打卡名校的心

愿，将安排大家前往清华或北大门口合影留念。”

还有一些“名校游”打出“到中科院学科学”“与科学家

面对面”的宣传口号。但实际上就是去中科院自动化所一

间对外开放的餐厅吃个饭，或是去对外运营的中科院植物

园游学。

“研学游”市场乱象丛生
家长呼吁加强监管，真正寓教于游

2016 年 12 月，教育部、发改委、原国家旅游局等 11 部

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指

出，要将研学旅行纳入学习教育教学计划。

2017 年，《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也指

出，“包括研学旅行在内的综合实践活动是国家义务教育和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规定的必修课程，与学科课程并列设

置”。

作为教育“刚需”，研学游的市场一直在持续扩容。相

关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5000家“研习营”“夏令营”的相关

企业，中国研学旅行市场总体规模未来将超过千亿元。研

学行业的企业主体也更加多元，很多学科培训机构、儿童体

适能培训机构、艺术培训机构进入研学行业。

本报记者在某平台上，查询了与杭州相关的十余个研

学项目，其中“高校研学地”以浙江大学最为热门，还有包括

中国美术学院等学校。在名目繁多的研学项目中，“亚运文

化”“西湖文化”都是研学游的热门主题，项目的价格也从百

元到千元不等。

有业内人士表示，研学旅行原本是个非常小众的市场。

从2020年开始，旅游业因为疫情被迫停滞，大批旅行社看中

研学市场，一下子都涌了进来，纷纷转型做起了研学。

然而，绝大多数公司对于研学的真正内涵知之甚少。

很多机构就是给旅游线路披上研学的外衣，用低价格杀入

市场，因而各类问题层出不穷，把真正的研学产品挤到了市

场边缘。

有业内人士表示，“研学游”路线和课程推广的真正价

值意义上的“宣传亮点”，与最后实际的落点并不是一码事，

如“感受名校氛围，树立远大理想，提升国际视野”，落到最

后很有可能，就是寻找可摆拍打卡的历史景点，而后发给在

家里“翘首以盼”的家长们。

此外，当下研学行业普遍溢价较高，有部分研学企业鼓

吹“以世界为课堂”“体验式教育”“多元文化国际接轨”等家

长看不懂的概念，营造收割的理由和场景。

对此，许多被研学游“刺伤”的家长呼吁，希望相关部门

加强监管，还孩子一个真正“寓教于游”的研学之旅。
参加游学排队的孩子们参加游学排队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