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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民俗体育旅游已成为旅游业的热潮，很多发达国

家通过积极开发民俗体育旅游资源，得到了众多游客的喜爱

与认可，已成为当前旅游业最具时尚代表的项目之一 [1]。对

于我国来说，不仅拥有超过 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而

且历史文化悠久，距今已有超过 5000 年的历史，拥有非常

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虽然说，我国在民俗体育旅游资源开

发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随着各地对于

民俗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实现了飞速的

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蓝海。通过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体

育项目与多元化的体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地结合，能够促进

民俗体育旅游逐渐趋向品牌化，对传统的旅游产业结构创新

改革，在创造更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 我国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特征分析

1.1 民俗体育旅游呈现出地区独特性特征

民俗体育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区

域文化与体育交流的一种方式。在民俗体育旅游中，游客可

以感受到浓郁历史文化气息，体验到古老文化与新时代的融

合与碰撞 [2]。因为民俗体育旅游具有地区独特性，每一个地

方的民俗文化体育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以新疆和内蒙古地区

为例，都拥有着丰富的民俗体育旅游资源，不仅山脉、河流、

草原等自然景观震撼人心，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而且有着

与众不同的民俗体育文化。正是得益于民俗体育旅游的地区

独特性，丰盈了地区的文化底蕴，彰显了民族传统文化的魅

力，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地区经济的提升，同时也增

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

民俗体育传统文化。

1.2 民俗体育旅游呈现出主体独特性特征

在我国各大民俗体育旅游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

背景、民俗习惯、体育运动和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了全新

的体验，展现出主体独特性的特征。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

辽阔，地域差异较大，各地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

所以民俗体育旅游的旅游项目丰富多样，各地旅游资源的文

化体现和地域特色迥然不同。比如，山西平遥的太极拳、陕

西咸阳的皮球、广东玩筝饮茶等等，都是典型的民俗体育文

化，各自体现出不同地方独特的文化魅力。在民俗体育旅游

中，游客不仅能够观赏到这些体育文化的独特表现，还能够

加入当地人的行列中去，亲身体验这些传统体育的乐趣，让

人们在旅游中感受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传

统特征也是我国民俗体育旅游主体独特性的体现。作为一种

结合了民俗传统、体育锻炼和旅游体验的活动，民俗体育旅

游在文化传承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旅游中，游客可以亲

身参与当地的体育活动、学习与了解民俗文化，感受历史的

厚重和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这些传统民俗文化的体现和传承，

正是我国民俗体育旅游的主体独特特征的表现，也是其在旅

游市场上的重要价值所在。

1.3 民俗体育旅游呈现出活动节庆性特征

我国民俗体育旅游是一种结合了民俗文化、体育运动和

旅游文化的旅游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主体特

征，其中，活动节庆性特征是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3]。在

我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的体育活动和民俗习俗都与节庆活动

息息相关，因此民俗体育旅游也在相应的节庆活动中得到了

更深入的发展和应用。首先，我国的传统节庆活动丰富多样，

这为我国民俗体育旅游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机会和资源。例

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这些传统节日与许多体育活

动、民俗仪式和节令饮食有着紧密的联系，如：龙舟竞渡、

跳绳、踩高跷等等，这些活动不仅是民俗传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给游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其次，民俗

体育旅游也促进了传统节庆活动的传承和发展 [4]。在传统节

庆活动中，许多体育活动、民俗仪式和习俗渐渐淡化或走向

失传，民俗体育旅游的兴起为这些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机

遇和平台。通过旅游活动的推广和应用，不仅可以刺激当地

经济的发展，更能够推动当地居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传承，

让传统节庆活动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1.4 民俗体育旅游呈现出方式广泛性特征

民俗体育旅游的迅速崛起，成为广大游客最喜爱的旅游

方式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

文化体验，民俗体育旅游方式广泛性的特征也是其发展的主

要原因，能够满足游客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体验需求。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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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俗体育旅游的活动形式与地域、传统、文化等因素密

切相关，因此其体育活动多样性和丰富性很高。例如，在台湾，

游客可以体验打太极球、跃马架、拨浪鼓等民俗活动，而在

浙江乌镇，游客可以体验划传统木船、打花轿球等传统活动。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体现出来的活动方式也各自独特，

使得民俗体育旅游呈现出了方式广泛性特征。其次，民俗体

育旅游在旅游形式方面也很灵活。游客可以通过旅游团、自

驾游、独立游等多种方式进行民俗体育旅游。这种方式广泛

性的特点，使得不同人群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安排旅

游活动的方式和时间，增强了旅游的舒适性和自由度，也有

利于游客更好地了解和体验当地文化、民俗和体育活动。

2. 我国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优势

2.1 具有自然旅游资源的优势

我国土地幅员辽阔，有着天然的自然旅游资源优势，在

民俗体育旅游活动中，通过对自然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推

广，不仅可以增加游客体验的多样性、深度和广度，同时也

保护和发挥了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5]。

如：千里之外的大江大湖、跨越山岭的秀丽湖光、广袤的草

原以及山林、峡谷、海滩等等，这些自然风光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游客前来游览、探险、观光。在民俗体育旅游中，这些

自然景观都可以得到应用和推广，游客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

感受到民俗、体育、文化和自然风光相互融合的旅游活动，

得到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另外，自然旅游资源与体育活动

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环境是众多体育活动发生和发展的重

要支持和依托，也是自然风光和体育活动相互融合在民俗体

育旅游中的重要原因。例如，在一些旅游胜地，如桂林、黄

山、张家界等，游客可以在竞技、探险、体验等方面进行攀

岩、漂流、行走、滑雪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在自然风光

的照耀下，更加享受到这些体育活动带来的快乐和刺激。通

过这些活动，游客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环境、强化健康意识，

探索自我潜能和极限挑战。

2.2 具有人文旅游资源的优势

相比于自然景观，我国民俗地区的景观更多可能体现

出悠久的人文历史，具有更加强烈的人文属性。首先，民俗

体育旅游可以通过各类传统体育活动，让游客了解和体验当

地独特的人文历史文化。例如，四川的九寨沟地区，夏季会

举行以踩高跷、攀岩、泼水节为主题的民俗体育活动，吸引

着众多游客前来观看和参与。这些传统体育活动不仅是当地

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反映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通过民俗体育旅游，不仅可以让游客感受到体

育运动的魅力，更可以让游客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

风情，增长对当地文化的认知。其次，民俗体育旅游也是一

种促进文化交流的方式。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的游客喜欢通过旅游来了解和体验不同地域的文化差

异。而传统体育活动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

然成为游客们了解和感知当地文化差异的窗口。例如，四川

峨眉山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当地民俗文化也因此独

具特色。如今在峨眉山国际文化旅游区内，就有一些融合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育项目，让游客在运动中，更加深入地

了解和体验民族文化。这也让游客在享受旅游过程中，增进

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知。

3. 我国民俗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应遵循的原则

3.1 遵循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源开发原则

在进行民俗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营

利为目的的原则，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商业模式，让民俗体育

旅游获得更大的发展。一方面，以营利为目的可以适应市场

需求。我国旅游市场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看，越来越强调

“营利性与可持续性平衡”，旅游产品也必须根据市场的需

要来设计开发。以民俗体育旅游为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似乎与营利性矛盾，但如果为了商业化而完全否定商业化

价值，这反而会导致民俗体育旅游的发展受到限制，特色产

品缺乏竞争力。因此，应该遵循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研究

更加有效的经营模式，让民俗体育旅游走向商业化、规模化、

品牌化。另一方面，以营利为目的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民俗体育旅游作为旅游资源的优势品类，发展潜力

巨大。例如，举办良好的体育赛事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

与，从而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并且在赛事策划及组织

中，也会产生多项元素，如餐饮、住宿、服务等，增加当地

劳动力就业。在此基础上，民俗体育旅游可以借助互联网、

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增强旅游度假体验，丰富和提升旅游与

体育的结合，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

3.2 遵循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资源开发原则

在进行民俗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可

持续发展为目的原则，具体来说，需要考虑到民俗体育旅游

的资源保护、市场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以确保其未来

发展的可持续性。其中，民俗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核心

和关键，必须重视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平衡和

协调，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在民俗体育旅游中，可持续发

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长远传

承，二是实现旅游基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只有在整体

规划、旅游开发、旅游营销、管理服务等方面协调一致，形

成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策略，才能保证民俗体育旅游的长远

发展。

4. 新时代背景下民俗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策略探究

4.1 积极开发民俗体育旅游产品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选择通过旅游来释放工作生活压力，充实精神生活，为旅

游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同时市场的竞争也愈发

严峻。在此背景下，积极开发民俗体育旅游产品是推动旅游

业发展、保护传统文化与提升旅游吸引力的重要途径。一方

面，开发民俗体育旅游产品有助于丰富旅游市场和满足游客

需求。当前，游客对旅游产品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是观光和购

物，更注重体验与参与感。而传统的旅游产品往往只是展示

区域特色历史和文化，游客对此很快就会产生审美疲劳，缺

乏持续吸引力。而开发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可以迎合游客需求，

提高游客对旅游场所的评价和参与度，如，以登山、高尔夫

球、滑雪、冲浪等参与性体育旅游产品；以民俗体育表演、

民间武术表演、民间体育赛事观战等观赏性体育旅游产品。

这些产品能够有效增加游客与旅游场所的互动性，提升用户

的旅游体验，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4.2 加强民俗体育旅游活动的宣传

近年来，虽然民俗体育旅游得到了广大游客们的关注和

喜爱，但是由于在活动宣传上的存在一定的短板，从而阻碍

了民俗体育旅游的发展，因此，加强民俗体育旅游活动宣传，

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首先，相关人们应该明白宣传对于民

俗体育旅游发展的重要性，有效的宣传活动是吸引游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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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段，也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通过宣传，

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民俗体育旅游的魅力和特色，从而吸引

游客前来参与。其次，要结合当前互联网平台的特点，选择

最适合的宣传方式，目前传统的宣传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

人们的需求，需要选择更多元化的宣传方式，如：通过抖音、

快手、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宣传活动，

也可以利用线上直播等方式推广民俗体育旅游活动。当然，

线下宣传也同样重要。可以通过海报、广告、宣传册等方式，

将民俗体育旅游活动介绍给更多的人。最后，还需要制定科

学合理的宣传方案。宣传方案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要考虑

到目标人群、宣传内容、宣传方式等多个因素。例如，对于

年轻人群体，可以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展示民俗体育旅游的魅

力；而对于老年人群体，则可以通过邀请知名的民俗体育活

动代表进行演示和讲解等方式，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这种文

化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民俗体育旅

游，推动其健康和持续发展。

4.3 建设民俗体育旅游优势品牌

在新时代背景下，民俗体育旅游想要在旅游行业中脱

颖而出，提高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建立优势品牌是其最

关键的一步。在实际品牌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

充分了解民俗体育旅游的特点和优势，相较于传统旅游，民

俗体育旅游能够充分将传统文化元素与体育活动有效结合起

来，营造独特的旅游体验和文化认知。此外，民俗体育旅游

还能让游客亲身参与，体验和感受传统文化和体育运动所带

来的快乐，对游客的身体和心理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另一方

面，在建设民俗体育旅游优势品牌时，需要从品牌形象和品

牌文化等方面出发，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品

牌。例如，可以通过户外体验、活动策划、文化展览等方式

营造出品牌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体验式特征。此外，在品牌形

象的建设上，也应该着力传递品牌的核心理念和独特魅力，

使品牌与游客产生情感上的联系，形成品牌的忠诚度，从而

可以更好地吸引游客，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结语

目前，我国民俗体育旅游资源产业还处于发展期，在自

然优势及人文优势等方面还未完全实现转化，因此，需要坚

持以营利为目的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断开发与创新民俗

体育旅游资源。同时，通过可持续发展、加强民俗体育旅游

活动的宣传、建设民俗体育旅游优势品牌等策略，探索出全

新的旅游发展道路，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从而

促进我国民俗体育旅游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上的核

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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