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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世界研学旅游大会在洛阳开幕
□洛报融媒记者 郭旭光 戚帅华 智慧 见习
记者 李晓楠 通讯员 李雅娟

昨日，第4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主体

活动之一——2023世界研学旅游大会在洛阳

开幕。会上发布了河南省10大研学旅游精品

线路、《黄河文化千里研学之旅》产品、《洛阳宣

言》等，并向2024世界研学旅游大会举办城市

代表——马来西亚前旅游部秘书长兼马来西

亚世界研学旅游组织分会署理会长拿督拉希

迪授旗。当晚，作为2023世界研学旅游大会

的主要活动之一，研学营地嘉年华活动在东方

博物馆之都研学营地举行。

本届大会由省文旅厅、市政府、世界研学

旅游组织主办，以“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为主

题，会期为3天，围绕古都研学、黄河研学、研

学教育创新和营地教育及品牌运营等话题分

别举办4个主题沙龙，邀请国际国内研学旅游

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营地教育操盘大咖进行主

旨分享和现场对话交流，探讨文化、旅游、教育

如何深度融合。

石自社：洛阳的故事讲不完说不尽

“研学就是要讲故事，洛阳的故事讲不完

说不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

城工作队队长石自社表示，洛阳拥有厚重的历

史文化资源，五大都城遗址世所罕见，其中的

隋唐洛阳城更是一条精品研学线路。

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目前，整个隋唐

洛阳城的规模格局、里坊设计、路网结构、水系

脉络等都愈渐清晰。“宇文恺秉持‘天人合一’

的设计理念，将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和洛阳

的山川地貌结合在一起。”石自社举例说，隋唐

洛阳城的历史内涵值得深入挖掘，它拥有我国

古代最华丽的都城中轴线，应天门、明堂更是

不少历史大事件的见证。这些都为研学提供

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马萧林：让年轻人爱上博物馆

“研学的目的地要有人愿意去，去了有收

获，博物馆是首选。”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表

示，要持续创新思路，让年轻人爱上博物馆。

“考古成果是青少年认识历史、传承文化

的鲜活教材。”马萧林提出，对传统文化内核的

精准解读，加上融合科技力量的表现形式，是

让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的有效

路径。

“让年轻人通过研学开启心灵与文化的交

响，是博物馆的责任与使命。”马萧林认为，目

前，不少博物馆研学活动在语言表达、互动、创

新等方面仍存在局限性，“文博人”应以更加开

放的思维进行跨界合作，不断探索让文物“活”

起来的有效方式，让文物能够更好融入生活，

服务大众。

杨林：发展研学旅游可打好文化
遗产牌

“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研学资源，对于

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

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杨林说，发展研学

旅游，可打好文化遗产这张牌。

如何把文化遗产“加工”成研学旅游产品？

杨林建议，一方面要加强文化遗产的研学主题

设计与创造性的活化利用，用青少年喜欢的方

式来营建体验场景，让孩子们沉浸其中、探索其

妙，在玩中学、在学中思，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入脑入心；另一方面，要采用合理、科学、有效的

形式去开发和呈现产品，让传统与现代实现有

机融合，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研学体验。

马勇：以高素质人才推动研学旅游
发展

“推动研学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关键

在于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部旅游管理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马勇说。

马勇表示，当前国内研学旅游快速发展，

但也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

马勇建议，一是注重培养研学旅游人才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明确一流研学人才培养

的目标定位和人才培养规格。二是注重培养

研学旅游人才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包括团

队协作、沟通表达、创新创业等方面的能力，使

其能够胜任各种研学职业岗位的需求。三是

注重培养研学旅游人才的学科基础知识和应

用技能，使其能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注重培养

研学旅游人才的沟通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各种学术交流和科研创新活动，培养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