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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教育思想对当代研学旅行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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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郑观应教育思想在当代研学旅行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科学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具有很大的启

示。 首先,郑观应中外教育体制对比的思想利于开阔当代研学旅行的发展视野;其次,郑观应传统的儒学教

育思想利于明晰当代研学旅行的发展准则;再次,郑观应兴学校、重实践的思想利于明确当代研学旅行的发

展方向。 更重要的是,郑观应教育思想凸显了“知行合一”理念,强化了研学旅行的实践逻辑,丰富了研学旅

行教育素材,对于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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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郑观应的生平和思想,学术界的研究大

多集中于其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

思想,但鲜有将郑观应教育思想与研学旅行结合

起来进行探讨的。 本文拟将郑观应教育思想与当

代研学旅行结合起来研究,文中所指的郑观应教

育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他所提出的教育言论,还包

括了其传统教育基础和自身成长经历、个人言行

与论著家训等,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教育思想。 在

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于郑观应的教

育思想和当代研学旅行,拟将郑观应教育思想置

于中国研学旅行发展视域中来考察,探讨郑观应

教育思想的独特价值,及其对当代研学旅行发展

的启示。

　 　 一、郑观应教育思想溯源

郑观应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发展影

响巨大。 他主张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振兴国民教

育,这一系列教育理念源于其独特的教育学习和

成长工作经历。
(一)郑观应生平

1842 年,郑观应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

市)三乡镇雍陌村,字正翔,号陶斋(一作匋斋),
又号居易、杞忧生,别署待鹤山人。 1922 年,郑观

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享年 80
岁。 郑观应生活的时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

变革的时期,郑观应耳濡目染了引进西方先进器

物、先进技术的“洋务论”和以“自强” “求富”为

口号的洋务运动发展过程,并亲身经历了近代中

国社会的“商战”和“海权”等大事,是一位经多见

广,阅历丰富的人。
郑观应自小在私塾读书,在传统学问方面打

下了良好的儒学基础。 清咸丰八年(1858 年),他
17 岁的时候,童子试未中,然后奉父命到上海学

习经商,先后供职于英商的宝顺洋行、太古洋行轮

船公司,担任买办和总经理等职,后又在上海机器

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担任帮办和总

办。 1896 年,郑观应出任汉阳铁厂总办,1906 年

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 此外,他还创办和投资了

很多工矿、金融、航运和贸易等企业。
(二)郑观应教育思想

郑观应不同于一般的商人买办,他特别善于学

习,关注国家大事和人民利益。 在兴办实业的过程

中,郑观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并集中反

映在《盛世危言》一书中。 他提出开办学校,广植

人才,“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 [1]481,认
为这是培养人才的根本。 他主张教育平等,有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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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校应作为学习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的主要场

所,“人无贵贱皆有所教。 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

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 [1]480。 郑观应主张学习

西方教育体制,按照学科授课,术业有专攻,“泰西

各国无业不有学,分门别类,各有专门。 农有农学,
工有工学,商有商学,医有医学,学校如林,遍地皆

是” [2]241。 他通过比较各国的教学内容和教育制

度,充分认识到“术业有专攻”,注重技术理论知识

的学习。 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位成就不凡的企业

家,也是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
纵观郑观应的一生,他的教育思想源于其传

统的教育基础和个人成长经历。 一是,传统的科

举之路,奠定了其坚实的儒家伦理教育;二是,在
个人经商过程中,经过不断学习与反思,特别是在

任买办和总办的职业生涯中,逐渐形成一些初步

的教育理念;三是,游历东南亚期间,目睹了各国

的文化差异,进一步开阔了其眼界,丰富了其教育

思想;四是,个人论著和郑观应家训等进一步沉淀

了其教育思想,凝练了其教育理念。 值得注意的

是,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发展过程和时下火热的研

学旅行有诸多联系。 一方面,郑观应的成长和游

历过程体现了研学旅行的发展主旨;另一方面,郑
观应提出的一系列教育理念对当代研学旅行发展

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当代研学旅行发展

当代研学旅行指通过真实化场景和直观化教

学,使学习者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在巩固学生已

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再发现和再创造,研学

旅行目的地以自然、人文和历史景点为主。
(一)研学旅行内涵

研学旅行也称为研学旅游,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

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

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

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3]。 广义而言,研学

旅行将出于文化求知、实践探索、自然发现等目

的,到异地开展研究性、探究性、实践性学习的活

动,都纳入其内涵范畴。 狭义来说,研学旅行是通

过研究性学习与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是
一种全方位、立体式的学习方式,是学校教育的重

要环节,是校园内学习方式的有益补充,能够将书

本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在体验中感受,在实

践中接受教育,锻炼各方面能力[4]。 具体而言,
研学旅行指学生离开常住地,到特定地区开展的

有组织、有计划的校外参观体验实践活动,推动学

生身心充分参与其中,达到让学生学习知识、了解

社会、培养人格等目的,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
本文讨论的研学旅行属于狭义范畴,类似一

门学科综合实践课程,作为课堂学习延伸的一部

分,是以校外实践、参观为主要载体,以体验式课

程为主要方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
决问题等各项能力,提升学生人文、科学、艺术素

养的教学过程[5]25-33。 换言之,研学旅行不仅是

一种旅游产品,而且更是一种教育形式,是一种以

旅游为载体的教育活动,或者说是学校教育与校

外教育衔接的一种形式。
(二)研学旅行发展过程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以学校作为组织

主体,学生全员参与的研学旅行活动逐渐兴起,学
校、旅行社、培训机构与留学中介等开始发挥重要

作用。 为了保障研学旅行快速发展,我国教育部

等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密切关注研学旅行产

品的教育性。
2013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提出“逐步推行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构想,这是我国首次在官方

文件中提出研学旅行概念,并逐渐推进试点工作。
随后,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试点工作的函》 《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研

学旅行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为推进中小学

研学旅行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 2014 年 8 月,国
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要

求将研学旅行、夏令营、冬令营等作为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的重要载体,纳入中小学

生日常德育、美育、体育教育范畴,这进一步推动

了研学旅行的发展。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再次提出把研学旅行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范

畴,支持研学旅行发展,研学旅行发展在学校教育

中的地位逐渐提高。 2016 年,教育部、原国家旅

游局、交通运输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

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将研学旅行纳

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要遴选建设一批安全适

宜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并对研学旅行发展

提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和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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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各省市也根据国家研学政策,纷纷出台

所属地域的研学旅行发展文件。 以广东省为例,
2017 年广东省研学旅行协会成立;2018 年 10 月

广东省教育厅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提出将研学旅行

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确保每名中小学生在每

个学段参加有效的研学旅行,这为推动研学旅行

发展提供了有效指引。 可见,政府对研学旅行的

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省、市和地方

层面关于研学旅行政策发布日渐密集,为规范研

学旅行更好地发展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三)高质量的研学旅行

近来,各省市的旅行社、研学机构、学校等主

体积极参与研学教育工作,推出了不同层次和类

别的研学旅行产品,研学旅行市场呈现井喷式发

展现象。 一方面,研学旅行的蓬勃发展与政府支

持政策有关。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将研学实践纳入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体系,
学校为了达到研学目标,必须要完成中小学生集

中出行的任务,由此带动了庞大的市场需求。 另

一方面,研学旅行的快速推进与我国基础教育改

革有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教育更加注

重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在教育理念转变与国民

消费理念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研学市场需求

不断得到释放,研学旅行无疑可以作为推进中小

学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 可以说,蓬勃发展的研

学市场是政府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和市场自下而上

发展力量共同推动的。 当然,火热的研学市场也

伴随着一些发展乱象,如重游轻学、恶性竞争等。
很多研学旅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研学活动主要

以游览、讲解模式的单向教育为主,这不仅违背了

研学实践的育人目标,而且严重影响了研学市场

的可持续发展。 日益火爆的研学市场不禁让我们

反思教育的本质和初衷。 因此,发展高质量的研

学旅行产品迫在眉睫。
高质量的研学旅行产品是适应我国教育发展

需求,结合学生的已有知识体系、年龄结构特征和

教育目标而设计的综合性课程,以校外探究式学

习为主,融入综合实践体验的内容,推动课堂教育

与课外实践的有机衔接。 不同于观光考察、传统

游学等旅行形式,高质量研学旅行不仅要求“旅
行”,而且关注“研学”,通过“旅行”实现“研学”
的目的;区别于传统课堂的认知学习,高质量研学

旅行提供了比日常生活更加丰富的社会场景,学

生置身于不同的情境中,可获得难忘的感官体验。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人类认识本质上是主体建构

的过程,主体根据自身经验和实践活动,借助周围

环境和他者的帮助来建构自己的理解。 研学旅行

中最突出的优势是沉浸式学习环境,沉浸感是影

响学习者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6]。 在不断

变化的社会情境中,学生能更好地沉浸于研学活

动,分析对比信息,反思个人感受,等等,这些都是

主动认知的过程。 研学旅行通过为学生提供沉浸

式的环境,促进学生对信息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结
合认知体系和社会经验,实现学生个体与社会环

境的双向互动,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

动的建构者,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可以说,高质量研学旅行鼓励学生发现问题

与解决问题,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推动学生将所学的

知识进行充分的理解与内化,将课外知识与学校

课堂有效链接,强化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构建网

络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

　 　 三、郑观应教育思想对当代的价值

　 　 郑观应根据近代中国国情和实际,创造性地

形成了其独特的教育思想。 郑观应教育思想对于

科学推进研学旅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

素养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开阔当代研学旅行的发展视野

郑观应对比分析西方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和

发展经验,提出了仿效日本、学习德国教育的主

张,中外教育体制比较的思想为当代研学旅行借

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提供了重要启示。
1. 海外研学旅行发展的主要做法

17 世纪到 19 世纪,英国兴起大游学 ( the
Grand Tour)运动[7]13 并蔓延至欧洲大陆。 旅游作

为贵族子弟的一种培养方式,是富裕阶层子弟完

成其教育的一个必要阶段。 二战以后,旅行被欧

美很多国家视作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这时英

国的研学旅行逐渐从贵族化走向大众化,体现了

“游”与“学”有机融合的发展特点;美国政府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将研学旅行列为基础教育改革

的重要原则,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标准化、细分

化、专业化、产业化等特点的成熟产业;日本开展

以修学旅行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提供内容多样化

的自然文化知识,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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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以游的形式,让学生体验自然、感受历史和

了解社会,研学渗透率很高,全国中小学修学旅行

比例达到 90%以上;韩国研学旅行的范围也不仅

仅局限于本国,几乎每个学生都参加过各种类型

的研学活动,教育部门将毕业旅行作为学生的一

项必修课目,纳入学分管理,大大提高了研学覆

盖率。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很早就提出学习西方

国家教育体制的发展理念,提出学习德国小学堂

章程[8]48,仿效日本教育体制,“考日本效法泰西,
从本源上讲求,重教育、设公塾、立宪法、兴实学,
士农工商均有专门之学” [2]11,等等。 这对构建中

国近代教育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 相比欧美发达

国家,我国研学旅行起步较晚,但市场需求很旺

盛,发展速度也比较快。 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其他

国家研学旅行发展经验至关重要。
2. 借鉴其他国家研学旅行的发展经验

综观世界各国的研学旅行,虽然研学产品、研
学文化不尽相同,但让孩子走出课堂、感知户外、
探索世界的初衷是一致的。 首先,借鉴英国“游
中学”“学中游”的发展理念,鼓励学生通过探险

活动和主题竞赛等方式,感受知识浸润和生活体

验,享受到“玩学结合”的乐趣。 其次,借鉴美国

研学旅行中对学生兴趣的关注度,基于学生发展

特点的各类研学活动不仅为孩子提供了多元化选

择,而且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利于培养学生的学

习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再次,借鉴日本和韩国

的研学旅行发展体系,不仅研学内容具有广泛性

和专业性,而且研学活动与学分紧密关联,覆盖率

和渗透率也特别高。
(二)明晰当代研学旅行的发展准则

在中国近代科举考试体制下,郑观应接受的

是传统的儒学教育,孔孟学说和儒家伦理对其影

响很大。 这也为确立当代研学旅行发展的基本准

则提供了重要参考。
1. 旨在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家国情怀

郑观应具有很强的爱国意识和浓郁的家国情

怀。 在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工作时期,郑观应觉得

招商局轮船驾驶皆用西人,不仅吃亏甚大,亦为中

国耻辱。 于是,他把买来不合用的“泰安”船改为

教练船,成立局属驾驶学堂,聘请美国人鼎德为学

堂总教习,培养了一批华人驾驶人员[9],改变了

轮船公司对外国技术人才依赖的局面,打破了西

方的技术垄断。 在汉阳铁厂任职期间,他注重本

土技术人才的培养,数年后,汉阳铁厂不仅不需要

依靠外籍人员,而且本厂各处局之间可以随时调

用本土培养的技术人员,解决了困扰铁厂发展的

人才问题。
郑观应摆脱对外国的技术依赖、追求独立自

主的做法对推进当代研学旅行具有重要启示。 研

学旅行肩负着推进“立德树人”的国家战略任务,
在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家国情怀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

出开展研学旅行“有利于促进学生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学生对党、对国家、对人

民的热爱之情” [3]。 所以,当代研学旅行要通过

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历史名人爱国事迹分享等方

式,让学生浸润在灿烂文明的场景中去发现、品
评、吸纳和领略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

文化自信,将爱国之情加以升华,培养学生独立自

主的家国情怀。
2. 旨在培养学生谦虚谨慎的儒家精神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郑观应自幼

诵读《三字经》之类的蒙书以及《大学》 《中庸》
《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为他打下了较为坚实

的儒学根底,也让他了解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道[10]。 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郑观应在国

家社会转型的宏大视野下,有着清醒的认知和明

晰的自我判断。 他在《招商局公学开学训词》中

提出八字箴言,供招商局公学学生自省:孝,要做

忠臣孝子;悌,手足相亲;忠,忠贞报国,振我中华;
信,勿轻于言,千金一诺;礼,中华文化,容礼必正;
义,见危授命,身不受辱;廉,至公无私,俭以养廉;
耻,知耻进勇,行己进德[2]262-263。 可见,仁义礼智

信等传统儒学对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
当代研学旅行非常重视国学教育,特别是儒

家经典教育。 其中,很多研学产品都是围绕中小

学生诵读儒家经典开展活动,而郑观应注重修身

齐家、行善积德、勤俭耐苦、立志上进等儒家文化,
在传统的忠孝仁义的基础上,提出救国的理念,要
有气节、有良心和取之有道[11]。 这对当代研学旅

行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研学旅行要充

分依托传统儒家教育资源推动学生情感的激荡,
鼓励学生参加以本土文化为教育主题的活动,夯
实国家与地方认同感的根基,强化孝悌忠信和礼

义廉耻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
(三)明确当代研学旅行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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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和旅行

相辅相成,郑观应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想法主张也

反映了“知” “行”合一的发展理念。 郑观应兴学

校重实践的思想为当代研学旅行发展提供了诸多

启示。
1. 推动“游”“学”合一,开阔视野和拓展思维

游历和读书同样重要,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家、
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探索性游历亦是知识获

取和积累的最重要的平台[12]。 郑观应一生先后

奔赴上海、北京、福建、浙江等地,远赴南洋,曾往

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实情,探寻富民

强国之道,完成《南游日记》,丰富了其理念学说,
其游历过程开阔了其眼界,沉淀了其思想。

郑观应非常注重游历,他指出,“泰西各国尤

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

历各国为要图” [1]381,其自身游历过程和时下提倡

的研学旅行有异曲同工之处。 研学旅行不仅强调

“研学”,而且也注重旅行,确切地说是一种开放

性的学习。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教育不仅不能

脱离生活之根,即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

“根”,而且教育不能脱离生活之本,即本体论和

价值论意义上的“本” [13]。 这与郑观应所推崇的

游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2. 增强学生综合能力,推动理论与实践充分

结合

郑观应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理论

知识学习,而且重视实践能力。 他在汉阳铁厂担

任总办期间,创立学堂,招收学生,上午读书,下午

入厂学习机器,将学习理论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
旨在培养中国的技术人才。 这种将理论和实践充

分结合的教育方法,也与当前的研学旅行一脉相

承,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要进行课外实践,
推动理论与实践二者有机结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历史

古迹情景中缅怀古人,在语言情景中熏陶自身,在
生活情景中学习技能等,符合教育主题的情景才

能促进主题内容的教育深入人心[14],学生通过亲

身参与去检验课堂理论,获取知识,增长见识。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也指出,
“推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
导学生主动适应社会,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

的深度融合” [3],这就要求研学旅行从活动设计

方案、教育教学模式到学生活动开展等方面都要

注重实践性,更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因此,学生要在研学旅行中接触丰富多彩的

学习素材,举一反三,在知识的迁移中触类旁通,
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四、依托郑观应教育思想推进当代研
学旅行高质量发展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对于科学开展研学旅行活

动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特别是其论著中的相关

论述极大地丰富了研学旅行发展视野,对于培养

学生社会责任感、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一)依托郑观应家训,营造研学旅行发展的

家庭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
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

建设……” [15]家庭教育是我国社会教育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家庭在中小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 郑观应的家训注重学习谋生本领,增强

个人的竞争优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样,家庭对研学旅行的态度也潜移默化地

影响孩子在研学旅行中的行为表现。 研学旅行倡

导中小学生离开惯常居住地,置身新的社会情境,
在导师的引导和组织下,达到研学旅行发展目标,
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研学旅行的环境因素

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包括对环境

的适应性、建筑物背景、目的地旅游产品的设计

等;人文环境包括文化价值、目的地文化背景等内

容[16]。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郑观应故居①和澳门

郑家大屋②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具有

环境的两面性,而且也是郑观应家训发展的承载

体。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郑观应的家庭教育理念,
充分理解家庭教育对于研学旅行的重要性。

(二)依托郑观应论著,丰富研学旅行教育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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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观应故居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位于广东中
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坐北朝南,前后两进,为硬山式砖木结构,中
间天井加盖改为住房,面积约 204. 5 平方米。 屋内保存有木雕镂
空神楼、神台,并有灰雕、墙画,雕有人物、花鸟、狮子等,故居设有
郑观应生平的图片展,介绍郑观应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
和教育思想,等等。

郑家大屋位于澳门妈阁街侧,是一岭南派院落式大宅,建
筑沿妈阁街方向纵深达 120 多米,主要由两座并列的四合院建筑
以及由内院连接的仆人房区建筑及大门建筑等组成,建筑范围约
4000 平方米。 2005 年,郑家大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具有
建筑之美,融岭南民居风格与西方建筑元素于一体,而且设有郑
观应纪念馆,介绍其生平和思想。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
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成《救时揭要》 《易言》 《盛世

危言》等书,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名人康有为、梁
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而且流传到韩国,影响了

韩国近代化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郑观应论著中

很多言论继承和发展了国内外教育理念和人文精

神,完全可以作为研学旅行的教育素材。
郑观应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指出西方技术强

大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不断学习、日积月累的结

果,“彼萃数十国人材,穷数百年智力,掷亿万兆

资财而后得之” [1]247。 他提出人才是需要慢慢培

养的,要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增强国力,“横览环

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

盛衰,莫不关乎教化” [1]480。 郑观应的这些经典论

述段落可以作为学生研学旅行的主要内容,再辅

以相关活动进行支撑,结合教学三维目标,从知识

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将

郑观应经典语录进行整理,让教育者机智、巧妙地

将教育意图潜藏起来,让学生在敞开身心的游玩

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教益[17],享受这种且游且学的

教育方式。
郑观应论著中有关的言论思想不仅能够加深

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增强学生对国家和

地方的认同感,而且进一步丰富了中小学生研学

旅行的重要教育素材,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三)依托郑观应履历,强化研学旅行的实践

逻辑

郑观应从中山到澳门,又到上海,先后在英商

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职,历任上海电报局总

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等职;后又前往暹罗、西
贡、新加坡等地,“首西贡、次暹罗、次金边,更欲

由西贡乘轮船游新州、广义、会安等处” [1]941。 不

论是他自身游历的地域,还是其经历的工作,都对

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理

念。 郑观应指出:“各学生在练船学习除随时赴

中国南北各海口外,再赴新加坡、小吕宋、安南、日
本、朝鲜等处,俾亲历其境,熟识海图、天文、地势、
风涛、纱线各艺,复有教习随时指示,将来以所学

施之所行,可以操纵自如。” [2]837 这与研学旅行中

的实践逻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研学旅行主张学生离开惯常的生活区域进入

新的社会环境,特别注重实践参与和具体操作能

力的培养。 在新的社会场景中,学生面对的是不

断变化的吸引物,他们结合已有认知和现场观感,

主动参与学习活动,重新审视自己的知识结构,评
估已有知识体系,通过与自然物理环境和社会文

化环境间持续互动,进行自主探究和发现反思,不
断地建构知识,进一步丰富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借助身体参与体验来获得认

知、技能或心智,身体的参与有助于提高研学的学

习效果和学习满意度[18]。 可见,在研学旅行过程

中,学生置身于不断变化的情境,在有意识地思考

各种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调

查、集体活动、实验探讨以及同伴互助等形式,可
以获得丰富的、难忘的感官体验,在具体的社会情

境中培养个人情感和价值观,推动实现认识自然

和社会本真的目的,从而提升综合发展素养。

在时局动荡的晚清时期,郑观应对我国经济

社会和教育体制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和发

展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不仅体现了郑观应强烈的

爱国情感和家国情怀,而且反映了其深邃的辩证

思维和先进的发展理念,这对当代研学旅行发展

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研学旅行起步较晚,但发展比较快。 结

合郑观应教育思想核心要义和重要价值,当代研

学旅行要借鉴海外国家开展研学旅行的发展经

验,通过“游” “学”合一,利用现实情境、交流协

作、动手实践等要素主动地实现对知识的意义建

构,增强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推动课堂理论学习

与课外知识检验相结合。 同时,积极推动郑观应

教育思想与研学旅行的深度融合,培养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感和独立自主的家国情怀;依托郑观应

家训等教育理念,营造研学旅行发展的家庭环境;
依托郑观应生活履历和与其相关的经典论述,丰
富研学旅行教材,凸显“知行合一”发展理念,强
化研学旅行的实践逻辑,“实行过程性的多元评

价”,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与创新能力” [19]196,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

的综合素养,推动当代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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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Zheng Guany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chool Excursion

WU wenxiaa, LIU Shihongb

(a.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b.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Sun Yat-sen,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35, China)

Abstract: Zheng Guany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are of great value in contemporary school excursion,
and have a great inspiration for carrying out school excursion scientifically. Firstly, 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of comparing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al systems are conducive to broadening the development vision of
contemporary school excursion; secondly, Zheng Guanying’s traditional Confucian education thoughts are con-
ducive to making clear the development criteria of contemporary school excursion; thirdly, 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of revitalizing schools and emphasizing practice are conducive to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school excursion. More importantly, Zheng Guany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highlight the con-
cept of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school excursion, and enrich the
educational materials of school excurs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otion of family-country,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contemporary school excursion;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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