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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古典园林研学旅行产品开发浅析
黄 平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旅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苏州古典园林在世界造园史上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其写意山水艺术思想是中国园林艺术的主要精华和鲜明特征。现

存的苏州古典园林，结构完整，保存完好，是研究和了解中国造园学、建筑学、美学、植物学等学科难得的实物资料，历来是研学旅行的热

门选择。本文在分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研学旅行的角度对苏州古典园林在资源供应、景区服务和解说系统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对开

发苏州研学旅行产品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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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年 11月，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呼吁各地将研学旅行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这标志着我国研学

旅行快速发展阶段的开始。研学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小学生走出

学校，通过实践、自主、开放的学习方式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在世界范围内，超过 80%的研学旅行是在旅游景点的帮助下进行
的。苏州古典园林是城市的名片，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古

人的国学思想，以研学旅行为目的的游客数量逐渐成为其客源市场

的重要来源。但苏州古典园林现有的旅游产品仍以观光游为主，深

度旅游产品不多。开发研学旅行产品，吸引国内外不同年龄阶段的

学子前来研学旅行，有助于游客更深层次理解园林文化和苏州文

化，同时也拓宽了园林旅游产品开发思路。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研学旅行
相比较而言，国外的研学旅行研究起步较早，在研究的广度与

深度上均领先于国内。美国学者 Ritchie（2019）在《研学旅行发展》
中提出将“学习”作为主要的，以教育旅游为目标或边缘目标的游客

被视为教育旅游。这些旅行的参加者主要是成人教育旅行、大学生

语言和文化学习的国际或国内旅行以及公共教育旅行。教育旅游的

发起者可以是个人或团体，目的地也必须是一个人类文化丰富的地

区或者是自然资源地区。

目前国内的研学旅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政府政策导向下

目前研学旅行的活动主体更多集中在中小学学生上。崔英方（2020）
提到从受益者的角度来看，研学旅行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项目，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的人文知识和文化知识；从旅游的特点

来看，研学旅行是伴随着学习的旅行，是与旅游相关的活动项目，所

有的游客都参与其中。2016年 12月，国家旅游局《研学旅行服务规
范》正式实施，初步界定了研学旅行的定义。本文研究的研学旅行是

指学生参加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校外实践活动。

2.2 苏州古典园林
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吴王的苑

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的辟疆园。历代造园兴盛，名园

日多。16世纪至 18世纪全盛时期，有园林二百余处，现在保存完好
并开放的有 88处。如建于宋代的沧浪亭，建于元代的狮子林，建于
明代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艺圃，建于清代的环秀山庄、耦园、退

思园，它们所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都受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

影响，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

苏州古典园林的产生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对世界文化影响

作用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世界园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

苏州古典园林应用中国独特的造园手法，在城市住宅有限的空间

里，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

文人写意山水园林，在都市内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居住环

境-“城市山林”，具有极高的人文艺术价值。20世纪 90年代至今，
已有 9座苏州古典园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开发思路
3.1 针对中小学生心智特点展开
苏州古典园林中的造园要素、空间处理和造景手法等无一不体

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认知水平、

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上差异明显。因此，应研究其认知特点，采取不

同的活动形式。小学生往往以观光游览为主，针对小学生的古典园

林研学产品应注意单纯讲解比例要少，内容上更多注意游戏性、艺

术性，以满足孩子好动的天性。初中生则以开拓眼界为主，注意满足

孩子的求知欲，添加具有趣味性和科学性等元素。针对高中生的古

典园林研学产品则需要注意增加知识的深度，并将求知和活动相结

合，同时让学习过程不那么枯燥。

中小学阶段的孩子们一方面既充满热情和激情，另一方面，他

们的情感又极易受外界影响，易冲动。所以，研学旅行产品设计稍有

不慎，很容易出现“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现象。针对这一阶段孩

子们爱玩的心智特点，园林研学旅行产品设计应以他们感兴趣的形

式为载体。在游览开始前根据游览路线和问题难度设置问题卡发给

学生，将互动答题与游戏结合起来，采用“通关游学”模式，在园林旅

行的同时边学边应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深化知识点。

3.2 设计多样化的主题活动
苏州古典园林文化中设计到中国造园学、建筑学、人文学、美

学、哲学、植物学、水利学、环保学以及民俗学等多项学科，可根据若

干不同的主题，设计包括中华传统美德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多项内容

在内的不同专题活动，更加有针对性的开发研学旅行活动产品，吸

引学生群体。同时，苏州古典园林中充满各种美，色彩美、天象美、图

案美、线条美等，甚至在不同的季节，苏州古典园林呈现出的也是不

同的美。以季相美为例，对偶尔来苏州古典园林游玩的游客来说，往

往只能欣赏到其参观当时季节的景象，因此可以把季相美为主题开

设讲座等活动，全面展现苏州古典园林的四季特色，加深学生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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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的认知，吸引再次游览。

3.3 充分体现苏州地域特色
苏州古典园林文化是吴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

化遗产。除此以外，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和种类也十分丰富，

其中昆曲、古琴、苏州端午和苏州香山帮等 6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见》中强调研学旅行产品设计针对

小学阶段应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

以省情国情为主。因此，在设计苏州古典园林研学旅行产品时，可与

苏州当地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结合。譬如在针对小

学生的园林研学旅行产品中可增加园林建筑模型拼搭等游戏，通过

这一过程使小学生对苏州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增加感性认识。

在针对中学生的园林研学旅行产品中可设计苏绣体验环节，既可以

使中学生感受园林主人的精致生活，同时又体会到传统文化与现代

生活相融合的文化魅力。

4 结束语
苏州古典园林研学旅行产品的开发有助于苏州文化旅游产品

的创新，同时使更多青少年了解园林文化的深厚内涵。作为世界文

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的传承和保护任重道远。拓宽苏州古典园林

研学旅游的开发思路，吸引广大青少年积极加入进来，激发他们自

发产生保护传承的意愿，正是一举两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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