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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深度开发与大学生户外运动互动发展 

——以长株潭为例 ①1 

谭曙辉, 喻彩霞, 张河清 

(湘潭大学, 中国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随着红色旅游的深入发展, 迫切需要丰富旅游产品形式以促进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红色旅游与大

学生户外运动相结合是一种很好的途径。在探讨红色旅游与大学生户外运动相结合的意义的基础上, 根据对长株潭

高校大学生旅游意向的抽样调查数据, 深入探讨了大学生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行为特征, 提出了

以“俱乐部”的形式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大学生户外运动模式前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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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红色旅游作为国内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 发展极为迅猛, 已经成为我国国内旅游的一支重要力量。红色旅游和户

外运动之间存在着许多关联因素。红色旅游如果要强调趣味性和参与性, 避免单纯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政治说教, 

就有必要吸取借鉴户外运动的某些特征, 整合资源,发挥这两种旅游资源优势, 把当前亟待加强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

育及弘扬民族精神融入到人们喜闻乐见、主动参与的户外运动之中, 针对高校学生开展红色景区的户外运动, 正是契合当前的

需求提出的。 

1 红色旅游与大学生户外运动互动的意义 

1.1 有利于红色旅游景区的转型升级 

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虽然有着其自身的优势,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不少问题, 如可观性差、时效性强、旅游形式单一等,这阻

碍了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针对红色旅游存在的不足,有必要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针对大学生的户外运动项目, 如探险、攀岩、

野外生存, 吸取户外运动的某些特征, 整合资源优势, 发挥红色旅游和户外运动这两种方式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惊无险、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 把红色旅游融入到人们主动参与的户外运动中去, 加强红色文化的渗透和感情的具体化, 给大学

生以全方位的切身体验, 增加红色旅游产品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从而达到红色旅游寓教于游, 寓教于乐的目的, 改变红色旅游

景区单一观光性旅游产品的现状, 促进红色旅游景区的转型升级, 促进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2 有利于大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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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有利于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通过红色旅游, 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参观游览之中, 将

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旅游传输给大学生, 给他们以知识的汲取、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 有利

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情感； 户外运动是以身体运动为主, 有助于促进人体内脏器官肌体的改善和机能的提高, 有利于增强健

康； 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 让大学生深入社会和亲近自然环境, 了解周围事物、与同伴一起挑战自我,战胜困难, 有

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和环境意识, 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1.3 有利于高校体育的课程改革 

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就是让体育回归自然, 打破过去体育教学简单的“教”, 置换以大学生通过各种户外运动项

目主动地在体验中“学”, 使大学生学习各种技能, 学习和掌握一整套增进与保持“健康”的科学方式方法, 并形成持之以恒

的习惯, 这就是户外活动的主旨所在,也是高校课程改革的需要。把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的户外运动融入到体育教学中, 在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式上都是一种改革和创新, 有利于创造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勇于实践、团结协作的良好教学氛围。 

1.4 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 

目前高等学校普遍反映出体育场地、器材、设施不足的现象, 高校的扩招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体育课排课困难困扰着许

多高校。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大学生户外运动使体育课程的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把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堂搬到社会上和

大自然中, 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体育课程。 

2 红色旅游景区开展大学生户外运动的调查分析 

2.1 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于 2007 年 9 月至 10 月间, 对长株潭部分高校( 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

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业大学等) 在校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获取第一手资料。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 650 份, 回收问

卷 626 份, 回收率 96.3%, 其中有效问卷 626 份, 占 96.3%。在本次调查中, 受访大学生的男女比例基本持平。调查问卷共 18 题, 

内容涉及个人基本情况、旅游者行为特征、红色旅游目的地评价和学校相关情况。 

 

2.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2.1 大学生对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的兴趣。76.23%的大学生对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有一定兴趣, 这说

明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市场具有潜力, 对此, 应注意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发适合大学生的户外运动产品和项目, 以适应

其潜在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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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促进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的因素。精神的动机和身体动机是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的主要

动机, 交际和娱乐的动机居于其次的地位。上述结果表明了三点: ①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的动机是多方面的, 这

也说明了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具有多重功能。②众多的旅游动机中主要动机非常突出, 精神的动机和身体动机是

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户外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说明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的动机较积极, 注重身体的健康发展、培

养高尚的情操和开阔眼界等心理需求。③大学生在红色旅游景区的户外运动的行为层次主要属游览观光的基本层次, 而娱乐旅

游以及专门旅游所占百分比较低。 

 

2.2.3 制约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的因素。费用、安全和时间是制约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的主要

因素。大学生目前大多仍为消费者, 可用于个人自由支配的资金不多, 属于非强势消费群体, 因而对价格较为敏感。安全是人

的基本的需求, 也是出外旅游考虑的重要因素。大学生长期生活在学校和家庭的范围内, 社会实践能力较弱, 加上户外运动本

身安全系数不高, 因此大学生对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的旅游安全顾虑较多。大学生活虽然较高中生活宽松, 但依然有学

习任务在身, 因此时间也是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的主要因素。 

 

2.2.4 旅游组织方式一般情况下出游方式多以自组群体为主, 其中班级组织所占比例最高。这是因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

独立意识较强, 外出旅游多不愿受限于旅行社安排, 而以班级参与旅游, 既可丰富班级运动, 又可增强同学情感。红色旅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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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深远意义, 学校作有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组织对发展

红色旅游持积极赞同态度, 因此, 大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红色旅游也是参与旅游组织形式之一。 

 

2.2.5 旅游时间。调查结果表明, 56.55%和42.17%大学生普遍选择节假日和周末参与红色旅游景区户外运动, 希望通过短

途旅游, 放松心情, 缓解学习压力, 锻炼身体, 进行求知、健身、休闲、娱乐的红色旅游运动。另外, 37.06%大学生选择寒暑

假参与, 7.03%大学生选择平时任何时间参与, 5.57%大学生选择体育课时参与。 

2.2.6 旅游内容。①旅游运动项目以休闲类和刺激类户外运动为主, 从访谈中又得知: 在休闲类户外运动中大学生又偏爱

徒步和骑车, 在刺激类户外运动中大学生又偏爱拓展训练和探险类旅游运动。民族类户外运动以其民俗运动的神秘性和奇特性

对大学生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表 4) 。②大学生偏爱级别较高的红色旅游地。在长株潭地区 75.12%大学生普遍选择去级别最高

和历史地位高大的韶山旅游, 去其他红色旅游景区旅游的人比例则大大降低( 图 2) 。③大学生易受媒体宣传的影响。选择长沙

第一师范的比例在花明楼和乌石之间, 而在以前长株潭大学生一般会选择韶山、花明楼、乌石这三大红色旅游景点去旅游, 以

瞻仰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三位伟大革命人物。大学生偏爱长沙第一师范人数的原因在于《恰同学少年》电视剧的播出。《恰

同学少年》电视剧的热播, 激发了大学生向青年毛泽东学习的热潮, 长沙第一师范作为青年毛泽东的母校和《恰同学少年》的

拍摄地, 成为大学生喜爱的红色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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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红色旅游景区产品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表明, 60.06%的大学生评价红色旅游景区不是很满意, 认为不能为其提供较好的旅游服务。 

2.3.1 浏览形式单一。68.37%的大学生认为红色旅游景区红色旅游景区浏览形式单一。红色旅游景区在经营上还停留在遗

址参观、简单的图片和物品的展示阶段； 展示内容雷同、方式单调、僵硬。这直接导致了游客的参与性较少, 而且缺乏新奇感

受, 实际上对于游客特别爱好参与的大学生来说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2.3.2 管理水平较低。红色旅游目的地大多是公有体制, 造成景区管理者缺乏品牌和市场意识, 营销宣传力度不够, 有的

甚至过度商业化、庸俗化。约25%的大学生认为红色旅游景区服务态度差, 特别是商业化过于严重。 

2.3.3 门票价格偏高。大学生属于非强势消费群体, 对价格较为敏感。45.05%的大学生认为红色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偏高。

红色旅游景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对学生群体应采取优惠政策, 较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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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综合功能不强。当前, 红色景区的旅游功能主要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兼具观光游览功能, 突出发展具有革命传统

教育和纪念意义的景区点, 强化旅游的革命教育功能, 忽视了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风光游览、科学考察、体育训练与刺激

探险等旅游项目, 顾此失彼的决策使旅游功能比较单一, 综合功能不强, 如90%的大学生认为红色旅游景区没有提供户外运动

产品。 

3 红色旅游景区开展大学生户外运动模式分析 

大学生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它可以是大学生自发组织, 也可以是班级、社团和学校组织。学校以

其专业的师资、严格的组织、紧密的对外联系和相对充足的资金在各种组织形式中占有优势地位, 而体育俱乐部是高校组织学

生到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户外运动项目, 以讲授相关知识和练习

为主要形式, 是户外运动在俱乐部体系中运行的基础。通过体育俱乐部系统的教学, 让大学生形成健康的运动观, 掌握户外运

动的理论知识、技术和技能, 提高学生对该运动的认识水平, 学会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技能, 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精神, 

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和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即思想品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能力等。 

3.1 制定合理的出行计划 

进行户外运动之前, 首先要制定好详细的计划, 并写出书面的计划, 不可以盲目地带队外出, 在出发的前一天召开说明会, 

把计划书中的主要内容向所有参加人员公布, 以方便教师和学生做好物质和心理上的准备。 

3.2 保证专业的教师队伍 

户外运动要求体育教师不但要因地制宜地设置情景体验, 还要引导学生将这种体验转化为自己的人生知识； 不但要有良好

的体育专业素质, 还要有爱心和强烈的责任心。目前,国内很多高校教师没有户外运动的经历, 对户外运动了解很少,因此, 在

开设户外运动课程之前必须对师资教师首先应该掌握户外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 主要是通过有关资料的学习,了解户外运动的

主要目的和内涵。然后到社会上的户外运动俱乐部进行实地学习和考察, 了解户外运动的项目内容、训练过程和组织方法。在

初步了解户外运动后,应有针对性地分析高校学生的特点, 将社会户外运动俱乐部的训练方法与高校的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提高了教师对户外运动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科学设计高校户外运动课程奠定了基础。 

3.3 确保学生的安全问题 

户外运动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理念, 把它引入高校体育教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户外运动都带

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 必须对安全问题高度重视。首先,必要的安全保护器材不能缺少； 其次, 项目设计时要考虑其危险因

素, 如对野外项目, 应该预先踩点, 选择最佳的地点和训练场地； 再次, 进行每个项目训练前, 讲清实施的方法以及安全注意

事项, 并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 训练中还要严格监督和管理。 

3.4 做好学生的后勤工作 

主要包括: ①经费: 以俱乐部的形式开展研究生户外训练运动, 每位人员都是以会员制收取相应的费用最多不超过60元, 

主要是以距离的远近来衡量经费； ②交通: 由学校到起点,再由终点回到学校, 需要有学校提供车辆接送； ③保险: 在出行前

俱乐部与保险公司接洽, 为每位参与者买一份意外伤害险； ④给养: 食品、水、服装等给养物品可以采取自备和户外获取相结

合的方式； ⑤装备: 个人行装自备, 户外运动的必备物品如帐篷、睡袋、防潮垫、绳索、电筒、瑞士军刀、地图、指南针等由

俱乐部统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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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强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 

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 一定要注意环境保护, 因为去的地点都是受国家保护的地区, 这也是每个大学生的应有的

基本素质, 也是保证有机会继续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运动的前提。开展户外运动的同时, 组织者也可对大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教

育。 

长株潭3 市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号称“红色旅游金三角”。湖南8 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有3 个分布在长株潭地区, 

红色旅游景区不仅红色文化浓厚, 自然风光优美, 地形多种多样, 适宜开展户外运动, 长株潭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为长株潭高

校大学生开展户外运动提供了充足的场地。同时,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也是湖南高等院校最为密集和水平

最高的地区, 体育师资, 特别是户外专业人才数量相对较多, 水平也相对较高, 这为大学生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展户外运动提供

了强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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