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教基发〔2017〕2 号 

 

山东省教育厅等 12 部门 
关于印发山东省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文 件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 东 省 公 安 厅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山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山 东 省 文 化 厅 
山 东 省 林 业 厅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山 东 省 旅 游 发 展 委 员 会 
中 国 保 监 会 山 东 监 管 局 
共 青 团 山 东 省 委 
济 南 铁 路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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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教育局、发展改革委、公安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文广

新局、林业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旅游局（委）、团委，济南

铁路局各直属站、车务段、客运段，烟台保监分局： 

根据教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教基一〔2016〕8 号）精神，我们制定了《山东省推进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发展 

改革委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交通 

运输厅 
 山东省文化厅 

山东省林业厅  
山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旅游 

发展委 



 — 3 — 

 

 

          

            

2017 年 7月 4 日 

 

中国保监会 

山东监管局 
 共青团山东省委  济南铁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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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 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

意见》（教基一〔2016〕8 号）精神，切实推动我省《中小学德育

课程一体化实施指导纲要》全面实施，让学生走出校园去认知社

会、接触自然，体验益智增能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了解国情、

热爱祖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结合我省实际，决定

在全省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立德树人、培养人才为根本目的，以预防为重、确保安全

为基本前提，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为着力点，以统筹协调、整

合资源为突破口，因地制宜开展研学旅行，让广大中小学生在研

学旅行中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优秀文化，感受革命光荣

历史，感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增强对坚定“四个自信”的理解

与认同；同时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

进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促进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二、基本原则 

（一）教育性原则。研学旅行要结合学生身心特点、接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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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实际需要，注重系统性、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为学生

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成长空间。 

（二）实践性原则。研学旅行要因地制宜，呈现地域特色，

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在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环境中拓展视野、丰富

知识、了解社会、亲近自然、参与体验。 

（三）安全性原则。研学旅行要坚持安全第一，建立安全保

障机制，明确安全保障责任，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完善预案制度，

确保学生安全。 

（四）公益性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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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目标 

开发一批育人效果突出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建设一批具有

良好示范带动作用的研学旅行基地，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学

旅行精品线路，评选一批活动开展效果明显的研学旅行示范学校，

建立一套规范管理、责任清晰、多元筹资、保障安全的研学旅行

工作机制，探索形成中小学生广泛参与、活动品质持续提升、组

织管理规范有序、基础条件保障有力、安全责任落实到位、文化

氛围健康向上,各部门参与协作、齐抓共管的研学旅行发展体系。 

四、主要任务 

（一）建立研学旅行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探索建立政府统筹、

部门协作、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学校主体、家长支持的研学旅行

工作协调推进机制。省里成立由省教育厅牵头，发改、公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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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交通、文化、林业、旅游、食品药品监管、保监、共青团和

济南铁路局等相关部门、组织共同参加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

协调小组，负责对全省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管理指

导，办事机构设在省教育厅（协调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和成员单位

职责见附件）。各市、县（市、区）要成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

负责组织协调各部门共同推进研学旅行工作的开展。各设区市、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牵头协调组织全市

中小学研学旅行实施工作。各中小学校成立专门机构，结合本地

实际制订实施方案，建立相关制度，积极组织实施。 

（二）建立研学旅行经费保障机制。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

道筹措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经费，探索建立政府、学校、社会、家

庭共同承担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对于中小学研学旅行通过公

路、水路、铁路出行的严格执行儿童票价优惠政策。铁路部门可

根据研学旅行需求，在能力许可范围内积极安排好运力。要对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实施减免场馆、景区、景点门票政策，提升优质

旅游服务。鼓励保险企业开发针对研学旅行的个性化服务产品，

对投保费用实施优惠政策。鼓励通过社会捐赠、公益性活动等形

式支持开展研学旅行。 

（三）建立安全出行保障机制。教育、旅游、交通、公安、

食药监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研学旅行活动的出行标准，建立

安全审查制度，做好安全监督检查。指导中小学校研究制订研学

旅行的安全保障方案，探索建立责任落实、事故处理、责任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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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纠纷处理等机制，实施分级备案制度，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

人。学校必须投保校方责任险，同时做好学生和家长的安全教育，

与家长签订安全责任书，指导出行师生购买意外险。落实用车单

位管理主体责任，强化研学旅行用车交通安全管理，杜绝使用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和驾驶人接送研学旅行学生。定期开展研学

旅行交通安全应急演练。增强学生应对交通安全突发事件能力。 

（四）建设研学旅行课程体系。设计开发富有山东特色的研

学旅行课程体系，指导各地开发适合本地实际的研学旅行课程。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和帮助中小学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

教学计划，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促进研学旅行和学校

课程有机融合，科学设计研学旅行活动课程内容。学校每学年安

排集体研学旅行不少于 2 次,一般安排在小学四到六年级、初中一

到二年级、高中一到二年级，尽量错开旅游高峰期。逐步建立小

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

省情国情为主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 

（五）建设研学旅行基地。根据研学旅行育人目标，结合域

情、校情、生情，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色教育资源和综

合实践基地、大型公共设施、知名院校、工矿企业、科研机构等，

遴选建设一批安全适宜的省、市、县三级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

开展研学旅行先行示范区和研学旅行基地创建活动，探索建立基

地的准入标准、退出机制和评价体系。依托好客山东十大文化旅

游目的地各类资源，建设一批知识科普型、体验考察型、励志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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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型、自然观赏型、文化康乐型研学旅行基地。以研学旅行基地

为重要依托，积极推动资源共享和区域合作，打造一批省、市、

县三级示范性研学旅行精品线路，逐步形成布局合理、互联互通

的研学旅行网络。认定一批有资质、信誉好的企业或机构，明确

委托企业或机构承担学生研学旅行安全责任，委托其协助学校开

展研学旅行活动。 

（六）规范研学旅行组织管理。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

要探索制定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规程，做到“活动有方案，行

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学校可自行开展或委托开展研学旅行活

动，并要提前拟定活动计划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提前告知

学生家长开展研学旅行相关事宜，加强参与师生的事前培训和事

后考核。学校自行开展活动时，要配备一定比例的干部、教师、

安全员和家长志愿者。 

（七）加强研学旅行科学研究。依托有关高校、研究机构对

研学旅行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以课题研究为引领，

探讨推进研学旅行工作的有效模式，研究和解决研学旅行工作推

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八）建立研学旅行科学评价机制。建立中小学生参加研学

旅行的评价机制，把中小学组织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情况和成效

作为学校综合考评体系的重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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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评价结果逐步纳入学生学分管理体系和学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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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评价体系。研究制定研学旅行活动的督导方式和评价标准。

教育部门和旅游部门牵头建立临检制度，指导各市研学旅行工作

协调小组对研学旅行基地的课程设置、接待数量、服务质量和社

会效益等进行督查评价。开展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和示范学校创建

工作，每年评选 1-2 个全省研学旅行先行示范区、20 个省级“优

秀研学旅行基地”和 30 所“研学旅行示范学校”，以促进研学旅

行工作的开展。 

（九）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指导中小学广泛开展研学旅行

工作，充分培育、挖掘和提炼先进典型经验，以点带面，整体推

进。积极创新宣传内容和形式，制作研学旅行产品手册和宣传册，

向社会和家长广泛宣传研学旅行的重要意义，向学生宣传“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的重大作用，为研学旅行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和舆论氛围。 

五、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2017 年 7 月—8 月。印发《山东省推进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实施方案》，各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全面启

动研学旅行试点工作。各市实施方案于 8 月 20日前报省教育厅基

础教育处。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7年 8月—2018年 9月。每市确定

1—2 个研学旅行实验区，每个实验区选择 1-2 所学校开展试点工

作。市级直属学校也可纳入试点学校范围。各实验区和试点学校

制定研学旅行的工作计划和主题活动方案，加强与拟确定的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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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基地的沟通，做好研学旅行的资料汇总和经验传承，为进一

步全面推广中小学校研学旅行工作做科学指导。 

（三）总结推广阶段：2018年 10月—。总结研学旅行工作取

得的成果，适时组织召开总结交流会，推广成功经验，并建立长

效机制。 

 

附件：1.山东省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协调小组人员名单 

2.山东省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职 

责分工 

 

 

 

 

 

 

 

 

 



 — 11 — 

附件 1 

 

山东省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协调小组 
人员名单 

 
组  长：张志勇   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 

   副组长：孙树娥   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成  员：潘好亮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丁冠勇   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                 

           陈祥志   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 

于洪亮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李国琳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亓文辉   山东省林业厅副厅长 

陈  耕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许彦峰   山东保监局党委委员                  

刘少华   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 

张利春   济南铁路局总工程师 

联络员：仲红波   山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 

林存瑛   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产业促进处调研员 

           孙学文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副处长 

庞  鹏   山东省公安厅治安总队二支队副调研员 

           王旭东   山东省财政厅教科文处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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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松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处副调研员            

王  尚   山东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副处长 

李  萍   山东省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周海亮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监三处处长 

王广军   山东保监局财产保险监管处副处长                  

曹奇伟   共青团山东省委少年部部长 

           蒋  涛   济南铁路局职工教育处处长 

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责协调小组日

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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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协调小组 
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为保证全省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顺利实施，推动相关部门形

成工作合力，根据有关部门职责，现制定本分工方案，请结合工

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一、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日常管理。（省教育厅、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列在分工项目首位的为牵头单位，其他为主要参加单位） 

二、设计开发富有山东特色的研学旅行课程体系，指导各地

开发适合本地实际的研学旅行课程。（省教育厅、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省文化厅、省林业厅、团省委） 

三、建设研学旅行基地，开展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创建工作，

开发示范性研学旅行精品线路，构建研学旅行网络。（省教育厅、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文化厅、省林业厅、团省委） 

四、对于中小学研学旅行通过公路、水路、铁路出行的严格

执行儿童票价优惠政策。（省交通运输厅、济南铁路局） 

五、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施减免场馆、景区、景点门票政

策，提升优质旅游服务。（省文化厅、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六、鼓励保险企业开发针对研学旅行的个性化服务产品，对

投保费用实施优惠政策。（中国保监会山东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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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安全出行保障机制。依据《研学旅行服务规范》规

定，相关部门督促主办方、承办方及供应方针对研学旅行活动，

分别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完善有效的安全防控机制，落实学

生交通、游览、住宿、饮食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学生安全。（省教

育厅、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交通运输厅、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省公安厅、中国保监会山东监管局） 

八、加强研学旅行研究评价。加强研学旅行科学研究，建立

研学旅行科学评价机制，加强督导检查。（省教育厅、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省文化厅、省林业厅、团省委） 

九、开展研学旅行示范校创建工作。（省教育厅、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团省委）。 

十、加强宣传引导，培育先进典型。（省教育厅、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省文化厅、省林业厅、团省委）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年 7月 4日印发  
                                                                       

校对：苏伯富                                     共印 26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