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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家政策支持,中国课外教育观念进一步发展,研学基地已然成为当前国内旅行环境的重

要选择。本文从研学旅游基地环境设计出发,通过旅游体验的分析,营造对旅游中环境空间的体验关系,

探索研究目前国内研学基地定位、研学教育设计、环境设计,提出未来研学基地环境空间设计研究的方

向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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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cept of 

extracurricular education, the research bas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the current domestic travel 

environment. Starting from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research tourism bas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ourism 

experience, this paper creates the experience relationship of environmental space in tourism, explores and studies 

the positioning, educational design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domestic research base, and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suggestions of environmental space design of research bas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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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研学旅游市场的开发与当地环

境具有密切关系,需要设计师合理规划

统筹。当前研学旅游发展环境质量大多

并不符合高质量要求,环境空间安全保

护缺失,教育内涵空洞,环境维护不当等

诸多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本文旨在研

究当代研学基地环境建设理念,提出目

前研学基地空间的问题与解决方向,增

强研学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提高研学

基地环境的生命力与竞争性。 

1 研学基地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随着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带来的

精神压力,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外出旅游

来拓展视野,释放压力,培养家庭感情。旅

游作为一种综合性娱乐活动,受国家旅游

政策和新型家庭教育观“寓教于游”的影

响,被新时代父母所重视。2013年起,我

国开始发布相关旅游基地政策,受国家

政策鼓励,研学旅行在旅游产业比重持

续上升,研学旅游市场高速发展,相比欧

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市场需求很旺

盛,发展速度也比较快。随着研学旅行被

纳入教学计划,研学旅行逐渐成为刚需。 

研学旅游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

这个阶段其市场虽然庞大,但部分研学

旅游体验在质量上不能满足人们的高质

量要求。在环境设计领域中,研学旅游缺

乏一定的大众认知度和重视度,这需要

研究探索研学空间的重要关系问题,提

高基地空间竞争力,增强研学基地的可

持续发展。 

2 研学基地发展分析 

2.1资源分析。在研学教育基地建设

上,定位分析至关重要。研学基地环境建

设应从当地资源分析开始,统筹当地自然

资源、人文资源、环境资源、旅游资源,

择取适合进行研学的资源进行整合,但研

学是研究型学习,不仅仅是各类资源的

整合,是资源从内容层次上具有可深入

的,可探究的,可学习的文化或精神,是

基地研学的核心内容,是基地建设的主

题、目标。研学基地的建设应明确研学

核心内容,整合旅游资源与研学资源,进

行可行性认证的分析,综合性完善配套

措施,统筹考虑研学基地未来发展方向。 

2.2人群分析。研学是校外教育的创

新体现,在国内研学旅行人群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研学旅行的亲子家庭,儿童年

龄较小,需要家长陪同照顾；一种是集体

式研学旅行,由学校教师或机构带队沟

通的研学队伍,后者儿童年龄相对较大,

有一定的自制力,沟通能力和生活能力。

不同的人群注重的研学内容是不同的,

家庭参与研学旅行会在参与研学活动时

更注重于亲子间的沟通互动,重视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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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科普性,关注家庭教育；通过集体

式来参与研学旅行,人们会更注重培养

团体间的协调合作和个人实践。故基地

服务的人群不同,研学主题与内容应随

之调整,同时基地空间设计上应满足研

学课程的要求。 

2.3安全分析。研学旅游涉及“衣、

食、住、行”各个方面,安全是保障,是

研学旅行是否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

基地应从不同方面做好安全防护。 

(1)安全建设。基地建设需要做好安

全分析,统筹当地资源,建设安全规范基

地设施。统筹当地地形、地质、生态条

件,在研学活动设计上选择成熟安全的

线路,并在基地环境空间设计上做好配

合。(2)安全标识设计。合理规划路线并

设置导视系统、安全指示标牌。研学路

线围绕研学主题设计,注重安全性原则,

避开危险时段。在有一定危险性的研学

活动应由专业人员做安全规范示范,增

强游客安全防范意识。(3)环境卫生防范

建设。在研学基地空间设计中,应保证有

完善的基础设施与空间安全考虑设计,

如基地内设卫生室及合理配置医学装备

和药物,卫生间地面贴防滑砖,减少公共

空间带电设施裸露等等。 

3 研学基地设计 

3.1研学资源教育开发设计。研学旅

游作为当前国内儿童的一种主要出游方

式表示,旅游成为教育的一种方式,是校

外的教育,研学教育活动设计成为基地

体验的重心之一。因此研学旅游体验不

只是单纯的休闲娱乐,更是旅客们体验

学习的一个过程。 

基地如何从课上到课下,在研学课

程中融入教育情怀,是研学基地做好评

价的关键。一方面,基地开发研学资源需

要关注国家对中小学生素质拓展的要求,

挖掘基地研学价值,将教育与旅游资源

相结合。另一方面,特色旅游是旅游的生

命线,研学基地环境设计应展示当地乡

土风格,营造该基地空间鲜明的设计特

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增强旅客环境体

验,增强基地生命力。 

以温州极地海洋世界为例,该基地

以海洋为研学主题,开发温州海洋馆丰

富的文化、地理、平台、技术等资源优

势,剖析可利用旅游资源与温州本土文

化相结合,将旅游资源转化为研学资源,

实现课程本土化。以自身资源设计研学

内容,联系课本和实际,学习如何利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学生从课本

走向实践,提高综合素质能力。 

3.2基地环境空间设计。研学基地在

建设上应遵从国家政策要求,规划上跟

随当地整体规划布局,尊重当地本土风

貌,符合当地可持续发展,不能脱离本土

环境建设,遵循基地设计定位,空间上满

足人群和研学的要求。 

研学基地环境空间设计应遵循以下

三个设计原则： 

(1)因地制宜原则。中国不同区域地

理位置不同、历史人文不同、人民生活

方式不同显示出地域性。在基地开发过

程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统筹把握当地“不

同的地域自然特征、文化特征”,设计上

因地制宜,做好资源综合分析,研究当地

风土人情和建设需求,做到基地规划与

当地规划相统一。(2)生态保护原则。不

同的地域自然生态环境不同,基地空间

设计应适应当地生态自然的发展,不能

破坏自然环境,不能使环境自然与基地

经济发展方向相悖,二者协调是双赢。基

地设计应根据环境发展需要进行设计,

“重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寻找适合当

地生态发展的平衡”。(3)以人为本原则。

设计上以人为本,考虑到大多数群体,如

研学儿童、家长、工作人员,同时考虑少

数特殊群体的需求。在统筹规划的同时,

增添些人性化、精细化的细节设计,提升

游客的认同感。在场地设施硬件和软件

上精益求精,体现基地对游客无微不至

的尊重和关怀。 

以重庆红岩研学旅行基地为例,该

基地依托当地红岩精神做核心研学资源,

因地制宜,在研学基地建筑设计上重视

对外部空间和内部氛围感的营造,增强游

客氛围感；以人为本,基地内增加数字体

验项目,增加项目趣味性,提升游客参观

体验。该基地落实国家、地方对文物保护

的要求,拓宽了文物保护研究领域,实现

旅游产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提升。 

4 结语 

研学基地是校外的教育,是儿童研究

性学习的科普实践基地,在国家政策支持

与鼓励下,研学基地规模上和数量上快速

发展,研学基地想要脱颖而出,必须在质

量上进行把控,追求环境空间和研学的相

辅相成,在基地环境空间遵循因地制宜、

生态保护、以人为本原则,营造基地环境

建设,打造研学基地品牌与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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