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能让孩子中考体测得高分，各种
家长群开始热议助跑装备。有商家看到商
机，开始推销起高端跑鞋，甚至推出价格高
达 8500 元的知名跑鞋代购。跑鞋对提高
成绩的作用有多大？家长有必要花大价钱
给孩子置办“高端装备”吗？

发现
为提高孩子体测成绩家长欲购“竞速

鞋”

某新初二年级的家长群里，体育老师
发来一条信息，“建议大家在8月的第一周
进行一下各个项目的测试（1000米、引体向
上、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50米、肺活量），
检验一下放假到本周的三周左右的时间里
学生的练习成果。根据期末考试的成绩，
看提高了多少，针对提高项目的多少优化
练习方法和方向。未来三周（也就是开学
前的三周）是特别重要的。10月中旬将正
式参加占据中考10分的体育测试。”

这是新初二的同学第一次参加与中考
分数有关的考试。家长群里立刻热闹起
来，有热心家长分享了“中考专用鞋”，其中
有价格高达 2000-3000 元的进口品牌跑
鞋，也有 200-300 元“平替”跑鞋。有人开
始咨询如何能买到让孩子提高成绩的好
鞋，有人分享自家孩子穿过几双鞋后的心
得。

多位家长表示，在多家购物平台搜索
“中考专用鞋”，商家推荐的鞋集中在几款
知名品牌鞋。关于鞋适用的场景介绍会特
别强调“专业竞速”“马拉松”“中考体测跑
步鞋”，价格集中在200-500元左右。“中考
专用鞋”的介绍写着“国民碳板跑鞋、日常
训练跑鞋”等。还有的鞋以“轻质回弹、动
力十足”为卖点，同时强调足弓稳定、过弯
时刻支撑保护。这让家长们感到困惑：在
购物平台搜到的“平价鞋”和有家长推荐价
格上千的“高端跑鞋”到底哪个好。

记者注意到，有家长在群里发的信息
显示，有商家代购国外体育专业训练竞速
跑鞋，其中最贵的一款售价 8500 多元，这
款鞋专门适用于人造草地。一款售价5000
多元的竞速跑鞋，则为高性能竞速型马拉
松跑步鞋。

一位家长对记者表示：孩子1000米跑
步的成绩在满分边缘徘徊，正犹豫要不要
买一双碳板竞速鞋。

分析
体测不要求挑战极限没必要买“高科

技”跑鞋

“中考体育过程性考核不是‘竞速赛’，
没 必 要 购 买 上 千 元 的 高 科 技‘ 碳 板 跑
鞋’”。《中国体育报》高级记者、《耐力》《锻
炼》《马拉松终极训练指南》译者谭杰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谭杰介绍，按照北京市教委规定，各项
考核成绩的总分达到80分，即等值于满10
分。这意味着中考体育的过程性考核中的
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项目，对于孩子们
来说，并不要求高水平甚至超水平发挥，也
不需要挑战个人极限。在这种测试中，鞋
子的作用仅在于发挥孩子们的能力，因此，
家长们没必要给孩子花费上千元购买最新
高科技的“碳板跑鞋”。

“我认为中小学体育增加过程性考核
目的是让孩子们‘马上动起来、体质好起

来’，养成锻炼的习惯，而不是通过体育考
试选拔运动员。只要科学锻炼、坚持锻炼，
就会取得理想的成绩。”谭杰建议说，准备
参加考核的装备时，家长们可以为孩子们
准备一双适合平时穿着的跑步鞋。这是一
双可供长期锻炼的跑步鞋，而不是专门为
某一次比赛、一次测试准备的鞋。

值得提醒的是，为参加考试准备的鞋
子，也需要磨合，比如说四年级、六年级、初
二的过程性考试在2024年10月中旬，那家
长大约8月就要购买鞋子了。然后，8月、9
月孩子日常就可以穿这双鞋运动。一般来
说，跑步鞋发挥正常效能的寿命在 600 到
800公里，所以训练两个月，也不必担心鞋
子影响考试。

平时穿一双鞋，到考试时带一双竞速
鞋换上，会提高成绩吗？“我认为完全没必
要。”谭杰解释说，买双合适的跑步鞋进行
训练，一直到最终测试都穿这双鞋都可
以。考虑到这双鞋还承担着孩子们日常穿
着的需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也不妨准备
两双，让孩子换着穿，这样锻炼时也有新鲜
感。无论是1000米、800米距离都不长，没
必要买马拉松专用跑鞋，也没必要买高端
碳板跑鞋，不建议买一双大品牌专用跑鞋
的“平替”穿完就扔。

声音
日常训练带来的进步远大于装备本身

针对有商家推荐的 200-300 元的“中
考专用鞋”，以及运用最新材料、加工工艺
等的“高科技碳板跑鞋”，谭杰认为，“从跑
鞋的种类来讲，我觉得选择轻量的、底儿
比较薄的跑步鞋就可以了，可以给孩子们
选择不带碳板的竞速跑鞋。知名品牌的
质量区别不大，大家可以试试再买。1000
元以内已经是非常好的鞋子，没必要花大
价钱置办装备。”至于碳板跑鞋，适合经过
相对长时间训练的跑步者穿着，确实会在
长距离的路跑比赛中提高跑步成绩。但
是碳板跑鞋对于未经过训练的人士，尤其
是普通孩子并不合适，甚至可能会造成脚
部受伤。

有一些家长表示买了网友推荐的中考
专用鞋，孩子穿着跑步“结果崴脚了”。对
此，资深跑者、首都媒体跑团成员、众辉致
跑社群运营总监王乐分析认为，有些鞋子
的鞋底特别厚，缓冲做得好，但拐弯跑的时
候就容易崴脚。王乐指出，关于鞋子稳定
性的问题，选购时候有个小技巧。“通常鞋
中间有个硬的材质连接在鞋后跟和鞋前
端，这是一个加强结构。家长拿着鞋，一手
握着鞋头，一手握着鞋跟，然后像拧麻花似
的拧它。如果拧不动说明它抗扭力比较
好，这类鞋子不容易崴脚。”反之，孩子稍微
做些侧转或者急停动作，鞋会有大变形，容
易崴脚。

“小孩子身体条件其实是很适合奔跑
的，本能的跑姿都很好。多激发兴趣，小孩
子如果感兴趣，玩着玩着就成高手了。孩
子们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新陈代
谢快，进步也快，每次训练后，吃饱饭，睡个
好觉，很容易进步。”王乐强调。

对于面临中考体育过程性测试的同学
们来说，作为专业跑者，王乐直言，日常训
练带来的进步远远大于装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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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体测要装备“竞速鞋”吗？

研学游如何回归研学游如何回归““有研有学有研有学””？？

走进名校访学、参观文博场馆、打卡名胜古迹、探索天文地
理……今年暑期，研学旅行火爆出圈，迎来了一波新热潮。

与此同时，“研学游变‘到此一游’”“月入一万不够研学7
天”等吐槽声也不时出现。研学游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有研有
学”？

研学市场持续火热也存隐忧

重庆酉阳县桃花源景区推出手工扎
染、漆扇DIY、石磨豆腐等10多种研学体
验课程；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结合当地茶
产业，大力发展“茶+文旅+研学”新业态；
贵州榕江县利用“村超”带来的巨大流量，
将体育赛事、苗侗文化与研学旅行深度融
合……

今年暑期，研学市场持续升温，研学
游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研学旅行成
为学校之外的“有趣课堂”。

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研学风潮的
兴起，推动了博物馆热、研学营地建设，研
学旅行指导师等新职业也受到追捧。艾
媒咨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3 年中
国研学游行业市场规模达 1469 亿元，预
计2028年将突破3000亿元。

但与此同时，研学市场也暴露出一些
问题。

有的家长反映，一些研学活动游而不
学，效果不及预期。

“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在扬州中国大
运河博物馆看到，多支中小学生研学队伍
同时在馆内参观。一名研学指导老师告
诉记者，自己是在读研究生，来做兼职；整
个研学活动以做游戏为主。“孩子们每天
要看好几个点，在这个博物馆预留的时间
只有一个多小时；馆里人满为患，我们很
难让学生深入了解文物知识。”

同时，一些人吐槽研学旅行费用高、
质价不符。在内蒙古某事业单位工作的
赵女士，送中考刚结束的女儿参加了跨国
研学游，费用4万多元。钱花了不少，孩
子却说不上来有啥收获。

在黑猫投诉等平台上，一些消费
者投诉研学机构存在住宿标准降级、
用餐标准偏低、研学行程缩水等方面
问题。

此外，一些研学旅行保障不足，存
在安全隐忧。江苏省消保委此前所做
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两成的消
费者认为研学旅行的安全保障不到位；
安全隐患包括研学项目与学员年龄不
适配、随行工作人员未经医疗或应急培
训、研学旅行产品或场地存在安全风险
等。

“教育＋”≠“旅游＋”

业内人士认为，研学游市场发展较
快，不少机构一哄而上，一些问题也随之
产生。

——主体鱼龙混杂，缺少行业规范。
随着研学市场兴起，传统旅行社、教

育培训机构、地方文旅集团乃至“网红”老
师等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纷纷涌入，让竞
争更加激烈。

记者在“企查查”上以“研学”为关
键词搜索相关机构，相关结果达 4 万多
条；其中，成立不满 1 年的公司就有近
3000 家。相当一部分研学机构资质不
全，课程体系、师资团队和服务管理跟
不上；一些机构先拉业务，然后随意转
包。

市场火热还催生出研学旅行指导师
这一新职业。一些机构通过开展所谓的
培训办证敛财。网络平台上，一些培训机
构声称“交费1000元、30天拿证书”，有网

友发帖称“第一次考研学旅行指导师，7
天拿证上岸”。

——课程研发不足，缺少创新产品。
研学旅行是一种通过旅行开展研究

性学习的活动，本质是“教育+”，而非
“旅游+”。然而一些家长反映，很多研
学游就是传统观光旅游产品“穿衣戴帽”
后摇身一变而来，能吃好喝好住好玩好，
却少有教育内容；打着研学的旗号，研学
体验项目及课程设计却主题模糊、内容
空洞。

江苏省消保委问卷调查显示，34.7%
的受访者认为组织机构缺乏经验；31.5%
的受访者认为研学课程设计不科学、教育
功能缺失；21.7%的受访者认为研学导师
不专业。

——研学合同“埋雷”，缺少维权途
径。

广西南宁市民周女士给孩子报了外
地研学游，旅行社给出一份合同，合同对
消费者规定了高额违约金，提前7天告知
不能参团也要交全款50%的违约金；但与
此同时，合同对餐饮标准、服务质量等规
定都很含糊。研学过程中，由于对接出了
问题，原定方案里的很多事情无法落地。
家长们找旅行社沟通退费遭拒，最终不了
了之。

今年“3·15”，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的 2023 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

“研学游”“低价游”欺骗诱导暗藏陷阱
引发的相关投诉上榜。有的研学机构
为逃避自身责任，不与消费者签订合
同，或者合同中“埋雷”，增加了消费者
维权难度。

减少乱象，提升研学质量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研学市场日趋火
热，公众对研学游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
高。亟需完善监管体系，减少行业乱象，
推动研学市场健康发展。

“研学的本质是教育和学习，要让
孩子在游览中学习，不能把研学游简
单办成观光旅游。”扬州大学旅游烹饪
学院副教授张爱平建议，研学机构要
练好内功，做好研学内容开发。要充
分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文化资源，挖
掘特色主题，丰富研学内容，完善课程
体系，实现课程的趣味性、知识性、科
普性相结合。

好的研学课程离不开优质的研学旅
行指导师。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出台
研学旅行指导师的从业标准，严格考培流
程，规范从业人员管理；相关高校可有针
对性组织相关培训。

作为一种文旅新业态，研学游涉及学
校、旅行社、研学基地等机构，教育、文旅
等部门有必要加强协同共治，共同促进研
学市场健康发展。

北京孟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舒胜来建
议，相关部门可建立联动机制，开展定期
检查，加强对研学消费领域广告宣传、经
营资质、定价收费、人员资质等方面的监
管，推出研学旅行示范合同文本，公开透
明定价，保障研学旅行安全。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提醒，学
生和家长在选择研学服务前须仔细阅读
合同条款。如果发生纠纷，应及时向
12315或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据新华社

视点
2024年8月12日 星期一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0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文瑾 校对 / 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