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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的开发探讨①1 

邹宏霞, 李培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乡村体验旅游开发是乡村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文章立足于乡村体验旅游角度, 分析了长沙城

郊乡村体验旅游的发展现状和开发条件, 并对产品开发进行了初步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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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体验旅游是1970 年代后随着体验经济在美国的迅速发展而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青睐。乡村体验旅游开发是乡村旅

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 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1] 。目前, 国内学者对乡村体验旅游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主要是从旅游者(旅游主体)、旅游资源吸引力因素(旅游客体)以及旅游者的动机、旅游者的活动范围等方面进行界定, 初步将

乡村体验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空间, 旅游者以较长的时间充分参与乡村真实的生产和生活, 体会城乡差异和乡村综合文化

特征的活动过程[1] 。本文拟从这一概念出发, 根据Pine 和Gilmore 的4E[ 2] 分类方法, 着重探讨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的开发与

设计问题。 

1  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开发现状分析 

长沙市现辖 5 区(开福区、岳麓区、天心区、雨花区、芙蓉区)、3 县(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代管 1 个县级市(浏阳

市), 总面积 11 825km2 , 其中市区面积 554km2 。长沙“ 农家乐”始于 1990 年代末。近年来发展迅速, 到 2004 年底已发展

到 877 家, 共接待游客 273.18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2 .11 亿元,安置农村劳动力 6 000 余人。农家乐的年经营额少的有 3 —

4万元, 多的在 10 万元以上, 绝大多数从事农家乐的农户生活都步入了小康, 其中长沙县、浏阳市发展势头比较好[3] 。长沙城

郊拥有发展乡村体验旅游的许多优势条件, 目前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但总体上仍存在规划与管理滞后、项目创新设计不突出、

规模较小、产品雷同、体验生动性不足、对乡村自然与文化资源利用保护不够、客源结构不尽人意、劳动力素质偏低等问题。

运用 ASEB(Activities 活动、Settings 环境、Experience 体验、Benefits 利益)栅格分析法[4] 对长沙城郊发展乡村体验旅游

的条件进行分析(表 1):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资源丰富,开发乡村体验旅游能够将乡村生活更多地展现给游客, 使游客了解乡

村的生活方式与经历, 同时对社会历史有较深入了解, 认识自我经历以外的生活, 得到生活的启示。但存在的问题也相当明显, 

因此如何提高乡村体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水平, 加强对乡村自然与文化资源利用保护, 增强乡村体验旅游内容的参与性、知识

性、趣味性、挑战性等乃是乡村体验旅游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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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产品设计 

2.1 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产品设计的理念与要素 

2.1.1 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产品设计的理念 

一般而言, 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产品的设计应遵循市场导向、系统协调、特色、结构化、布局合理、综合效益等原则。

除此之外, 还应遵循: 

2.1 .1.1  满足人们对返朴归真乡村生活的需求。乡村秀丽的田园风光、纯朴的浓浓乡情是激发城市游客前往乡村去寻找

回归原始的梦、满足他们的“ 归属感” 的强大动力。在乡村体验旅游产品的设计中, 这种返朴归真的生活可具体表现在衣食

住行上, 如衣:建议游客穿着舒适的棉衣, 甚至可做当地传统农夫农妇的打扮, 并体验赤脚踏着大地、挥锄劳作的感觉等；食:

提供家常的、乡村的、有机的绿色食品, 简单实在、且确保安全与健康；住:提供独具乡村风味的住宿, 除了古朴的外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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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设施外, 更应具备农家主人热情好客的招待；行:提倡走路最有益健康, 骑自行车亦可, 这也极适用于分布面积较广、道路

崎岖、又无运输工具之乡村旅游区；等等。能满足游客对乡村文化好奇心的产品设计, 必定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独特“ 卖点” 。 

2 .1.1 .2 充分引导发挥游客感官的功能。除了让游客在衣食住行上获得满足、并进一步导入各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外, 感

官的体验更是值得乡村旅游深入去发掘的, 如视:引导游客去看平时不注意看的事物, 如山野杜鹃花开之美；听:引导游客去倾

听田野中的各种声响, 如蛙虫鸣叫；嗅:引导游客去闻乡村中特有的味道, 如稻香花香；味:引导游客去品尝农村作物的原味, 如

试试葱水的滋味、自做豆腐的原味等；触:引导游客去触摸大地万物, 如田野间之含羞草等。若能发掘各种存在于乡村的、独特

的经验, 将使游客获得许多难忘的体验。 

2 .1.1 .3 充分发挥学习教育的功能。农业中蕴含着包罗万象的知识与观念:从生态学、农学、林学、植物学、园艺学、

畜牧学到农机运用原理以及惜物的观念等, 都能在农业生活中得到体现, 因此乡村旅游区是提供田野教学的最佳场地。如可在

参观水车的过程中, 自然地了解到物理学的知识；在采摘野菜的过程中, 学到植物学的知识；在引导青少年学生“ 汗滴禾下土” 

的过程中, 自然较能体会“粒粒皆辛苦” 的含义等等。故在开展活动时, 应将这些内容安排进去, 并加以精心、妥当的设计, 尽

量寓教于乐, 这必定能取得很好的学习教育效果。 

2.1.1 .4 配合四季交替安排不同的活动。由于农业活动随春夏秋冬而有不同的变化, 故应充分利用这项特色, 根据市场

需求, 配合各个节假日及重要的假期, 并对农业资源进行基本调查与规划, 再配合四季的交替来安排各具特色的活动行程。如

长沙四季分明有特色, 即可安排生态春季、丰年夏季、钓鱼秋季及文化冬季等不同主题的活动, 从而不断增加游客的新鲜感。 

2 .1.2  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产品设计的要素 

任何一项当地可利用的农业旅游资源, 都可通过五项最基本的要素即人、事、时、地、物来进行规划设计, 开发出各种不

同的乡村体验旅游产品, 以下就乡村体验旅游活动五要素的项目和内容作一说明: 

2 .1.2 .1 人:指对游客特征的掌握以及经营者需提供的服务人员要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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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事:指活动主题与活动方式安排(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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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时:指活动举办时机及各项活动所需时间(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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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4 地:各项活动地点安排与考虑因子(表 5) 

 

2.1.2.5 物:活动所需各项设施或器材(表 6)。 

 

2 .2 长沙城郊乡村体验旅游产品设计 

依托长沙城郊自身的资源优势, 适应乡村体验旅游者的需求, 根据乡村体验旅游设计的原则与要素以及Pine 和Gilmore将

体验的类型分为娱乐(Entertainment)、教育(Education)、逃避(Escape)、审美(Estheticism)四类的分类方法[4] 。 

2.2.1 娱乐型体验旅游产品 

2.2.1.1 观光农业游。将浏阳农业科技园、黄兴镇水培蔬菜工厂、暮云镇四季瓜果园等的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 满足旅

游者回归大自然以及获取知识的需求。充分利用现有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种植以及家禽家畜养殖, 采用观光农园的形式, 使

游客可以参观农作物的生长过程, 也可以品尝新鲜的农副产品, 到园中采摘收获, 享受耕耘丰收的喜悦。品尝农家风味餐, 可

以自己动手做农家饭, 感受农村生活的勤俭与朴素。还可组织各种民间传统节庆活动(如三月三、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乡村婚俗表演、农家篝火晚会、农耕博物馆等, 使旅游者了解古老的农耕文化, 并使旅游者积极参与其中(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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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2 田园风光游。主要以长沙城郊广阔的田园自然风光为背景条件, 使游客通过观赏和简单的参与乡间劳作, 感受

浪漫、宁静、自然、亲切的田园气氛, 得到返朴归真的体验需求。如可以暮云镇“ 四季瓜果园” 为大本营, 或骑自行车、或

徒步, 穿梭于乡间, 呼吸着混有泥土芳香的空气, 游览乡村特有的田园景致。 

2 .2.1 .3 休闲度假游。充分利用湘江、浏阳河以及现有池塘等水域, 水陆结合, 建设渔猎场、游乐场、度假村等, 让城

里人在池塘里垂钓、河畔泛舟、花木园里徜徉、瓜果棚下采摘、农家庭院中品棋高歌, 忘却浮华与喧嚣, 恍如进入了乐土。 

2 .2.1 .4 特色购物游。“ 四季瓜果园” 有品种多样的时令瓜果如葡萄、西瓜、猕猴桃、樱桃、石榴、 柑、梨子、草

莓及各种蔬菜, 都是旅游者喜欢的绿色食品, 让旅游者亲自采摘、购买,同时, 还应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内涵, 突出乡村原材料

和加工工艺, 开发系列化的乡村旅游产品, 如山茅野菜、粗布衣服、树根、石头等等都可以作为挖掘和加工乡村体验旅游商品

的有用之材,“ 湘绣” 、蒿耙耙、臭豆腐等是长沙有名的特产, 可以在这里进行加工活动。同时突出乡村体验旅游的参与性、

体验性, 争取让旅游者亲手参与制作加工自己喜欢的旅游商品, 既可以丰富旅游商品的内容, 又使旅游者对购买回去的旅游商

品有着美好的回忆。乡村土特产品的开发目前还有待探索。 

2.2.2 逃避型体验旅游产品 

让游客暂时逃避喧嚣的都市, 置身于相异的具有浓郁自然与人文氛围的乡村环境, 通过体会乡村的宁静和劳动人民的勤劳

和热情, 使自己从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 重新找回信心与活力, 并获得舒畅和愉悦,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逃避型体验旅游方式。 

2.2.2.1 农村生活体验游。长沙城郊乡村文化丰富, 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交汇的最前沿。适宜于发展以农村地域风情为

主体的农村文化生活体验旅游, 以秀丽的自然风光为背景,将特色的农村文化融入旅游活动中, 举办各种农村节庆活动,吸引各

类文化体验旅游者前来深入体验农村生活, 使旅游者在厌倦了疲惫、繁杂的现代生活的时候, 通过体会乡村的宁静和劳动人民

的勤劳和热情重新找回信心和活力。 

2.2.2.2 历史文化体验游。长沙城郊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历史遗迹、名人故里众多, 同时乡村建筑依山势、水势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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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随路转, 路顺山走, 形成了起伏连绵的乡村景观, 风格独特。可充分利用原有古迹以及古老而传统的民舍, 组织游客进行农

家访问, 去农家做客, 与纯朴热情的村民交流, 开展住在农家、领略乡村风貌、深切理解乡村文化内涵的文化体验旅游。 

2.2 .2.3  探险体验游。人们除了置身在浓厚的文化旅游氛围中获得体验和享受外, 深入神秘的自然空间进行探险猎奇,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暂时逃离喧嚣的都市, 实现自我价值的旅游方式。长沙城郊有大围山、黑麋峰、湘江、浏阳河等神奇美丽的

空间环境, 以各“ 农家乐” 作为大本营, 定期组织探险小组, 在保障游客安全的前提下, 开展徒步登山探险、漂流探险等活

动, 游客体验到的很可能就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 

2 .2.3  教育型体验旅游产品 

乡村体验旅游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 尤其是让青少年学生学习做农活、栽苗木, 体会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乐趣, 在潜移

默化中培养节约、勤劳的理念, 寓教于乐。 

2.2 .3.1 农事活动游。利用长沙城郊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组织旅游者深入到乡村生产生活之中, 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事劳

作, 认识生产生活当中的节律、器具工具、房屋建筑、饮食、礼仪、服饰以及乡村庆典、语言等方面的农村知识, 感受真实、

淳朴的农作文化和传统习俗, 获得难忘的乡村体验(表 8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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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 .2 生态科考游。通过科学合理地利用长沙城郊现有的生态旅游资源, 发展地质科考游、森林旅游、观鸟、制作昆

虫标本等旅游形式, 引导游客获得更加丰富的知识, 留下深刻的旅游体验。发展生态科考旅游, 能够增加旅游者的知识, 旅游

者不再是被动的旅游方式, 而是通过更为积极的研究性学习,获取知识, 培养对大自然的感情。 

2.2 .3.3  农业科技对比展示游。利用长沙城郊条件较好的农业高科技示范基地, 如浏阳农业科技园、长沙“ 隆平高科

技园” 等, 通过展示自然纯朴的传统农业和现代高科技农业,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手工替代机械的农事活动, 并将传统手工劳

作与高科技的农业科技展示结合起来, 使旅游者在两者对比中不仅为我国传统农业中蕴涵的智慧感到骄傲, 同时对先进的现代

农业科技产生自豪感, 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乡村体验旅游产品。 

2 .2.4  审美型体验旅游产品。 

审美型乡村体验旅游开发是乡村旅游必走的发展之路,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乡村体验旅游形式。而要使乡村体验旅游产品提

升为审美型体验旅游产品, 必要的前提是:①要注重环境的提升作用, 精神的促进作用, 闲暇活动的加强作用等。②要开发内部

员工的体验价值, 加强员工之间的情感、尊重和成就方面的体验, 为体验旅游的游客提供真实的娱乐体验活动, 使游客受到乡

村愉快、自由氛围的感染。③要重视对游客感官的刺激(触觉刺激、视觉刺激甚至味觉的刺激), 不能只通过单一的感觉来提升

体验, 而是通过开发多种感觉然后才发展为主题。只有在这些前提下重点设计游客感兴趣的项目,才能在技术上达到要求水平, 

并确保开发项目的顺利进行。 

2 .2.4 .1 体验农事游。可通过长沙城郊现有的农家乐、度假农场、高科技农园等基础设施, 利用乡村较好的生态环境、

独特的乡村民俗风土民情, 安排旅游者与家人一起进行一段较长时间的生产劳作, 从中体会与亲人一起合作劳动的浓浓亲情, 

体验农业劳动的艰辛和喜悦, 以后还可以回来收获自己和家人们一起劳动的果实；也可以安排旅游者较长时间地住在“ 农” 家

做饭、种菜、钓鱼, 与村民聊天, 悠然自得地生活。这种旅游产品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都市白领和青少年文化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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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 .2 名人故居寻访游。长沙城郊自古人杰地灵, 英雄辈出, 著名的欧阳洵、黄兴、谭嗣同、唐才常以及新中国的刘

少奇、胡耀邦、李富春、肖劲光、王震、宋任穷、王首道、杨开慧、雷锋等都是来自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依托这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 以乡村旅游景区(点)为大本营, 组织游客开展名人故居寻访游, 通过体验感受名人的成长奋斗历程, 将会获得巨大的精

神动力, 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 

2.2 .4.3 农村怀旧游。针对城镇人深深的怀旧情结, 通过长沙城郊乡村旅游景区(点)的建设以及和周边景点的整合, 将

其建设成为长沙周边重要的怀旧休闲旅游区, 开发专门为寻觅自然乡村风貌、社会风情、历史建筑、历史名人故居的旅游活动, 

以分流历史文化名城长沙的游客, 延长游客的时间。如黄兴蓝田村20 多家“ 农家乐” 已成为长沙周边短线旅游的重要景点, 游

客们被这里美丽的绿色生态环境和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黄兴家乡菜”深深吸引, 获得极大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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