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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暑假里你孩子出国游学吗？”
“你家孩子准备去什么国家？”“哪家
旅行社、哪家培训机构的游学质量
和性价比最高？”……暑假以来，这
样的对话成为沪上中小学生家长之
间的热聊话题。
游学———一个近年来愈加火爆

的市场，它究竟给孩子们带来了什
么？“游”与“不游”，在青少年成长过
程中所起的作用，真会如硬币的两
面迥然不同吗？

初中生最热衷游学
家住普陀区中江路的陆女士

说，早在春节过后，班级家长群里就
隔三差五地出现游学的话题，还有
两位家长揽下了牵头组团的活，一
个去英国，一个去美国，由家长主动
报名，然后再一起去旅行社团购。她
说：“我们家是工薪阶层，而且去年
刚买了房子，存折上几乎没啥闲钱
了。但我们也十分纠结，要不要让孩
子暑假里去游学。不游吧，总觉得面
子上过不去，游吧，还真是一笔不小
的开销。”最终，陆女士的女儿没有
成行，而是以“报了一堆培训班”为
由应付了群里的呼声。

除了“钱”，还有众多因素成为
家长是否替孩子选择游学的重要考
量因素。据北京大学国际文化与教
育研究中心、新东方教育等联合发
布的 !"#$年国际游学蓝皮书显示，
从影响游学决策的因素来看，游学
参与主体即孩子的喜好具有 %&'()

的决定权，其次是家长的决定权达
到 &!'()，周边同学对于自己游学
决策的影响力仅 #*'#)，老师或亲
朋推荐的比例为 +'$)和 ,'!)。

白皮书研制专家表示，游学能
否成行的决策主要还是在家庭内
部进行，家长对孩子的喜好非常关
注，符合孩子喜好和兴趣的项目才
被考虑，且家长与孩子要充分达成
一致。
从游学年龄构成来看，存在低

龄化问题。硕士及以上人群有游学
意向的占 ,-'.)，本科生占 ,&'&)，
高中生占 +,'+)，初中生占 +('.)，
小学及以下孩子占 +%'$)。分析认
为，大学生以上群体由于学历和职
业倾向已经比较固化，自然削弱了
游学意愿，即使出国也多以旅游为
主。高中生的学业压力明显要高于
初中生和小学生，所以游学人群也
相对较少。初中生正在走向成熟，他
们对未来高中和大学的选择也更为

迫切，因此，这个学段的人群游学最
多也是意料之中的。

各方角力抢滩市场
“游学是个巨大市场。”此份国际

游学蓝皮书选取的样本为全国 ,#个
城市近 #!万名在校生。从游学目的
性来看，++',)的人认为是“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的人认为是为了
“提升外语能力”，还有 ,,'()的人
是为了“锻炼独立自主能力”。此外，
也有学生表示，游学是为了体验中
西方文化差异、了解异国的教育状
况，从而为留学做准备。
从游学目的地来看，美国始终

成为热度最高的首选目的地。因为
在世界名校前 !**排行榜中，美国
大学独占 $*所，其中常青藤校联盟
的国际声誉极高，也是吸引留学生
最重要的大学。到这些大学造访，也
自然成为游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
次，前往英国和澳大利亚游学的热
度也在升温。特别是通过在英国的
短期游学，中国家长希望孩子能领
略到英伦严谨的教育规范，也能修
练纯正的伦敦英语。

据统计，!*#,年中国海外游学
人数达到,* 万人次，市场规模达

到 #!*亿元，且近两年出游人数以
%%)的速度递增，市场规模也以
%,)的速度增加。从游学活动的举
办机构来看，“一个蛋糕众人分
抢”的格局已经形成，旅行社、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留学中介公司，还有
学生就读的学校，纷纷抢滩这个市
场，体验海外名校的学习氛围、观光
异国教育与文化特色，成为最大的
“卖点”。

调研结果还显示，教育培训机
构的游学产品以 &&)的市场占有
率成为消费者首选，专职游学机构
以 !,'%)紧随其后，排在第三位的
则是就读学校的自主游学项目。值
得注意的是，在各方市场角力中，消
费者对于排行第二的专职游学机构
的选择倾向有增加的趋势，选择旅
行社和留学中介机构的倾向性呈下
降趋势。就读学校的意愿指数大幅
上升，在未来，教育培训机构与学校
合作推出的游学项目，融合了机构
的专业性和学校的公信力，或将成
为市场主流。

良莠不齐监管乏力
去年底，教育部等 ##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意见》。当初市场的第一反应，
是以为相关部门为游学大开绿灯且
开始规范这一市场。其实，这份意见
所提及的“研学旅行”并非“出国游
学”，而是要求将修学旅行纳入中小
学教育，从而有益于孩子了解国情、
热爱祖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事实上，对于游学市场的监管，

目前还是主要由工商和旅游部门负
责，教育部门几无插手的机会。松江
区九亭四小校长张园勤说，从目前
的游学市场瓜分来看，完全是民间
自发行为且组织方良莠不齐，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游学内容也基本
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由于监管不力以及家长、学生

在选择游学项目时缺乏理性，从而
导致‘游而不学’或‘游多学少’的乱
象，严重影响了游学的规范发展。”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说，有些游学生等到了国外才发现
基本上就是旅游，甚至连旅游都不
如，所谓的“体验海外名校”变成到
名校一日游。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
!*#& 年 $ 月 + 日发生的一架韩亚
航空客机在美国发生事故，机上搭
载了 $*名赴美参加夏令营的中国
师生，其中 &名女生在坠机事故中

不幸遇难。那次事件发生后，全国
不少省市的教育部门紧急出台了
加强中小学生境外修学旅行活动
管理的办法。比如，有的地方禁止
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
生游学。

在熊丙奇看来，作为消费者的
家长和学生，对待游学不够理性与
盲目草率，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有的家长和学生在选择游学
时存在跟风现象，还有的家长抱着
就是让学生出国旅游一次的心态，
能游学最好，‘只游不学’也权当一
次旅游罢了。这些想法势必助长一
些机构在组织游学活动时以‘学’
为名而只行‘游’之实，家长也很少
有维权意识。”他说。

必须履行报批手续
据了解，导致游学体验不满意

的因素有许多，尤其是一些不规范
的游学从业机构，在境外学习、行程
安排和课程设置上，完全没有自己
的价值观和正确理念，只是推出了
一个变种的境外旅游项目而已。
罗阳中学校长王立英在暑假第

一天就遇到一位准备出行游学的学
生，但当问到目的地的情况包括地
理环境、人文特色等，这名女生一无
所知。王校长说：“游学如同凑热闹，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

针对游学乱象，越来越多的有
识之士提出，对于由旅行社、培训
机构和留学中介组织的游学，理应
由工商部门监管，而对于游学涉及
的教育教学内容，教育部门其实也
负有一定的备案登记、日常督查的
责任。例如，应当尽快出台相应的规
章政策，严禁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
以任何形式将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
分包、转包给未经审核的第三方机
构；严禁组织小学低年级段学生参
加境外修学旅行；凡涉及与境外非
政府组织开展交流活动的，主办单
位应当向上级教育、外事部门请示
报批报备。
此外，国际上一些成熟的海外

游学监管办法也值得借鉴。在美国，
游学夏令营的带队教师是要参加相
关的资质培训并持证上岗的。在日
本，主办单位必须在游学前做好活
动规划，要求阐释清楚活动目的和
预期的教育成效，务必要在出行前
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活动结束后
还要对每个细节进行评价。

首席记者 王蔚

市场规模近两年以 !"#速度增长引来分抢蛋糕

海外游学“游而不学”谁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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