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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襄阳城郊乡村研学游 

开发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陈曦
1
 

【摘 要】：乡村研学游是振兴乡村的新动力，是旅游扶贫的新路径之一；同时乡村研学游是中小学乡土研学实

践的最佳选择。襄阳城郊乡村研学游起步晚但发展快，市场虽然繁荣但是出于无序开发状态，因此建议一定要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挖掘整合村落自身旅游、文化、生态优势资源，对接襄阳中小学研学教育市场，

将乡村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农耕文化等方面的特色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打造不同主题的研学旅行示范点，策划设

计具有个性化、特色化、多元化的研学旅游线路，精心打造研学旅游目的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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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研学游是振兴乡村的新动力，是旅游扶贫的新路径之一；同时乡村研学游是中小学乡土研学实践的最佳选择。2014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的 31 号文件明确指出“积极开展研学旅行，建设一批研学旅行基地”，为各地区深入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 

襄阳 2800年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十里青山秀美的自然风光，是研学旅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实践教育课程资源。近年

来，襄阳研学旅游市场异常繁荣活跃，不仅襄阳各大景区都开发设计了各具特色的研学项目，襄阳城郊的各大乡村农家乐也纷

纷自发开发设计了乡村研学项目，试图把发展乡村旅游和研学旅行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乡村旅游”和“研学旅行”共同发展

的创新路子。 

本课题聚焦襄阳乡村研学旅游项目开发现状，结合襄阳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实训要求，探索襄阳乡村研学旅游发展路径，

提出培育襄阳乡村研学旅游精品宏观策略。 

1 襄阳城郊乡村研学旅游资源概况 

根据襄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公布的 2017年襄阳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公示名单显示，襄阳市备案在册的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项目共有 96个，其中襄阳城郊范围内一共 29家。 

经过课题组实证调查后发现，襄城区乡村旅游发展比樊城区好，共有 15个乡村旅游示范景区，其次是襄州区有 9个乡村旅

游示范点，樊城区仅有有 5 个乡村旅游项目成为示范点。相对于原生态村落而言，这些乡村旅游示范点是经过政府验收，有一

定乡村旅游经营和接待经验，多以生态园或家庭农场的形式出现，主要经营观赏、采摘、垂钓、农耕项目，初步具备乡村研学

游服务接待能力，是发展乡村研学游最佳资源。 

在襄阳城郊乡村旅游景点中，近期比较热门的乡村研学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襄城区城郊尹集乡区域，尹集乡基本形成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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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夏摘果、秋游园、冬观景”的四季旅游发展模式，成长为襄阳市襄城区农村休闲旅游观光的新景点。其中以桃花岭生态

园、荷花湖生态园和襄阳福恩牡丹园三个乡村旅游景区发展势头最好。 

2 襄阳城郊乡村研学游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存在的问题 

襄阳研学旅游市场需求旺盛，走出校门、走进景区、走向田野去研学，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襄

阳城郊很多乡村游、农家乐转型尝试发展研学游，开发了形式各异的研学项目、亲子活动，但是和景区研学内容深、形式多、

规模大、影响广相比，城郊乡村研学游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问题。 

2.1.1内容设计重娱乐性而轻教育性。 

襄阳古隆中、唐城、汉城三大知名研学游目的地，在研学产品开发上都重视与景区自身文化对接，相比之下，乡村研学游

产品在内容设计上略显粗浅，同质化倾向严重，基本都是采摘、种树、赏花、摸鱼之类的活动，形式大于内容，娱乐性强而教

育性不足，课程设置广度有余而深度不够，且整体课程主题定位不明确，缺乏特色和系统设计。 

2.1.2服务接待配套设施不齐全。 

研学游一般都是学校组织的学生集体外出活动，非常考验景区的接待能力。而现阶段发展襄阳城郊乡村研学游景区多数是

在原有乡村休闲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赏花采摘等核心景观不错，但是交通、食宿等生活服务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不足，景区没

有专门的就餐区和操作区，只提供柴火、大铁锅和简易的操作台，学生就地取材，现做现吃，就餐环境比较简陋，普遍存在安

全、卫生隐患。 

2.1.3产品多而名品少。 

在襄阳城郊众多乡村生态园中，发展研学旅游比较有特色的是荷花湖生态园、福恩生态园和桃花岭生态园，这三个生态园

都布局了研学项目，但是三个生态园的主营项目并不是研学游，而是发展成种植、加工、旅游观光、农家体验，其中荷花湖侧

重于荷花系列产品种植、观光，桃花岭侧重于桃花系列产品的种植、观光，而福恩生态园则侧重于油用牡丹的种植、观光产业，

虽然都成为了中小学实践教育基地，但是自主开发的研学项目雷同较多，都没有形成切合景区自身特色且能对接中小学教育教

学计划有一定科学教育意义的研学精品、名品，现有的乡村研学游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不高。 

2.2原因分析 

2.2.1研学游开发设计者缺乏旅游专业知识。 

现阶段从事研学游的经营主体都是当地农民，多数都是自主创业，既没有旅游专业知识、不了解研学旅游市场规律；也不

懂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不理解研学游深刻内涵和意义。自主设计的研学游项目多数是复制网上已有项目，因此经常出现雷同、

低端、同质化问题。同时因为缺乏旅游规划的专业知识，所以出现景区建设主体不鲜明、定位不准确、布局不合理一系列问题。 

2.2.2乡村研学缺乏行业监管和指导。 

从 2016 年起全国研学旅游才正式进入高速发展期，襄阳的研学游市场是从 2017 年起才出现井喷式发展，但是“旅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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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范乡村研学游接待服务流程，更没有构建统一、完备的乡村研学旅游接待服务标准；且行业专家对襄阳城郊乡村研学游

关注、指导不足，导致襄阳乡村研学游处于自发发展状态，很多研学项目都是经营业主自由发挥设计，缺少统一规划设计。 

2.2.3经营发展资金不足。 

现阶段制约襄阳城郊乡村研学游发展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发展资金不足。据调查，现阶段发展态势较好的福恩牡丹生态园初

期投资约 5.2亿，2018年又投入近 2亿元资金，专门打造福恩研学基地，先后建立拓展场地，研学教室，手工课堂，集体宿舍，

自助餐厅，室内外舞台广场，萌宠乐园、房车露营基地等设施，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像福恩生态园这样财力雄厚的乡村研学游

经营业主还是少数，广大乡村游经营业主正是因为贫困才选择开发乡村研学游来脱贫致富，发展资金不足成为制约襄阳城郊乡

村研学游发展的重要问题。 

3 襄阳城郊乡村研学旅游开发宏观策略 

结合现阶段襄阳城郊乡村研学游存在的问题，课题组提出了“借力扶贫东风、深挖本地乡土文化、细分研学需求、定向开

发，打造专业化、个性化乡村研学游目的地”的乡村研学游开发策略，从人才培养、产品开发设计到景区服务管理各个方面提

出了建设意见，力争实现产品系统化、服务模块化、管理效应。 

3.1借力文旅扶贫政策、助推襄阳城郊乡村研学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借助地方高校、行业力量，分批系统培训乡村研学游经营业主，提高他们的旅游经营能力和服务意识。 

在开发资金方面：充分利用文旅精准扶贫政策，改变目前研学旅游发展无整体设计、各自为阵的状况，整合优化现有乡村

旅游资源，将有发展价值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研学基地串点成线，扩大研学旅游规模，形成规模效应，主动吸引优质旅游资本投

资，积极和鄂旅投等大型旅游文化企业合作，探索村落研学游整合开发新模式。 

3.2精准定位、系统设计乡村研学实践课程 

襄阳现阶段的城郊乡村研学游市场上产品丰富，但同质化严重、缺乏特色。为此课题组建议在开发乡村研学旅游时一方面

要深入系统地挖掘乡村研学的景观意象和文化意象内涵，另一方面要将科普传播、实践教育理念有机融入乡土文化资源和研学

旅行项目中，进一步提高乡土文化资源的附加值，突出研学课程的功能与特色，丰富和提高研学实践活动的内容与层次。 

首先要精准定位。建议精准定位研学旅游主题，同时精心谋划、塑造一批研学旅行品牌项目，探索发展个性突出、主题鲜

明，多元特色的示范典型。 

其次，要对接学校教学课程。研学产品设计要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为目的，注重“游”“学”交融并举，让

学生多层面、多维度地接触社会、参与体验，引导学生从旅行中发现探究问题，拓展他们学习成长空间。 

最后，要开发课程套餐。建议采用“研学游+”形式根据各大中小学校研学教育需求，定向设计课程。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

计指导。另一方面要培养专门研学导师。 

3.3加强乡村研学游行业监管，规范接待流程 

乡村旅游由于成本较低，从业农民兼具了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这直接导致行业管理不够规范，接待水平和标准参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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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因此，建议旅游发展委员会牵头，组织旅游行业专家实地评估、指导，对接教育部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标准，构建一套乡村

研学游接待服务标准，以此规范乡村研学游接待服务流程、确实保证服务质量，优化乡村旅游质量，塑造乡村旅游良好的品牌

形象。 

总之，城郊乡村发展研学游一定要深入挖掘整合村落自身旅游、文化、生态优势资源，对接中小学研学教育市场，将乡村

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农耕文化等方面的特色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打造不同主题的研学旅行示范点，设计具有个性化、特色化、

多元化的研学旅游线路，精心打造研学旅游目的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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