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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旅游视角下红色旅游产品开发路径探析 

——以金寨县为例 

尚程 沈晓川
1
 

(安徽大学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体验旅游是目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而红色旅游目前的发展模式基本固化，从旅游者体验

的角度来创新红色旅游活动是本文的主题。对金寨县红色旅游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资源的整理和发展模式的总

结，对于情景参与式的体验旅游活动设计涉及较少。因此，可以对金寨县的旅游产业发展的有较深入的了解，设计

出一批符合市场规律、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产品和活动，以此突破红色旅游的发展瓶颈，传承革命精神和深化爱

国主义教育，带动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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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现代旅游业发展以及游客经济实力和游行游览日常化的现实发展，传统的单方面展陈式游览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游客的

需求。而红色文化景点更是典型，游客在红色纪念博物馆等景点面对单调的文字实物展品时，游客很难切身体会到更深厚的文

化内涵，因此开发设计参与体验性更强的游览模式势在必行。根据《安徽“十三五”规划战略重点》和《金寨“十三五”脱贫

攻坚规划》内容，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地区政府工作的奋斗目标。而红色文化是金寨地区的名片，提升好游客红色游览体验对带

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区域背景 

近年来红色旅游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去瞻仰红色历史文化。而金寨县作为革命老区和旅游胜地，全县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在金寨地区发展的作用也愈发凸显，根据金寨县政府发布的《2019 年金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2019 年金寨县接待游客达 122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高达 46.8 亿元，分别较同期增长 20.2%和 16.1%。利用金寨

红色文化蕴涵资源创新红色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拓宽产品开发思路，可以有效提升游客出游体验，从而更好地发挥旅游脱贫的

重大职能。 

2 金寨县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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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分布散乱 

金寨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一。这里也是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的发源地，同样是著名的将军县，

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铸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在 2018 年金寨县 5 处景点入选《安徽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分别为金

寨县红二十五军军政旧址、金寨县立夏节起义旧址(丁家埠大王庙)、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红军广场景区)、金寨县汤家汇红色

旅游小镇、金寨县(南溪镇吕家大院)红二十八军军政及重建旧址。 

通过实地的走访调查，我们发现景点之间路程较远，且在空间上呈现出分散式布局，并没有形成集聚、统一的体系。 

2.2旅游资源同质性强，创新性不足 

金寨县目前的已有的红色景点采用的均是“游客观光、景区讲解”的模式，且从类型上来说，多为遗址类和博物馆类景点。

这对于旅游者来说，表现手段的单一和内容的空洞乏味，带来的是旅游活动厌倦感。博物馆物品展陈、烈士陵园瞻仰、遗址遗

迹参观是目前金寨县主要的红色旅游活动。 

2.3旅游资源单体价值低、联动不足 

通过对金寨县旅游资源进行整理归纳，可以发现金寨县境内存在大量旧址遗址类旅游资源，而这些景点空间分布散乱、旅

游资源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较低，景点单体的旅游吸引力不足；且景点之间交通可达性较差，缺乏资源整合、联合的利用意识。 

3 金寨县旅游资源开发优化策略 

3.1象征性与真实性的并重 

发展红色旅游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密切关联，金寨县遗留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是坚毅不屈的抗争精神的象征，而开发旅游

产品同样离不开对游客旅游体验的提升。爱国主义的象征与真实的体验并重，才能更好助力金寨红色文化事业的发展。 

3.2趣味性与体验性的叠加 

目前，金寨县已有的红色旅游模式多以“观光+讲解”为主，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层次属于较低层次，游客易出现旅游审美疲

劳的问题。对金寨县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创新性开发，必须要从提升游客感官体验角度突破，打造一系列感受性更加鲜活深刻的

旅游活动产品，避免单一形式的旅游体验造成游客出行满意度的降低。 

3.3教育性与游憩性的交融 

研学旅游是红色旅游产品开发的一大方向，打造金寨县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的研学产品是发展金寨旅游产业的重要抓手。而

研学项目的设计也要充分注重实践性和知识性的融合、教育性与游憩性的交融，做到游客主动学习、传承红色文化。 

4 金寨县红色研学旅游产品设计 

4.1红军长征主题研学路线 

主体旅游路线为金寨县“红岭公路”,线路最终目的地为红军广场，产品的行程安排包括红色革命文化的宣传教育、共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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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同甘共苦的团队建设、象征重走红军路的徒步经历、军事化训练体验等。吃红军饭、穿红军衣、走红军路、听红军故事，在

情景体验中再现红军的种种经历，传承传播发展红色爱国主义文化教育。 

4.2情景体验式旅游活动创建 

走红军路，穿红军衣，自然少不了听红军的故事。本着以故事为载体的情景体验的宗旨，加上金寨是闻名的将军县，由负

责人和金寨红军广场协商举办的将军故事配音的娱乐活动。从体验中了解红军将领的故事，从参与中激发红军留下的军魂。配

音活动的素材来源于电视剧《上将洪学智》中的部分片段，鼓励体验者用实际行动和生动的语言为洪学智上将配音。 

5 结论 

金寨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全县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目前金寨红色

旅游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通过前期资料和文献的查阅，对金寨县基本情况和历史文化深入了解；通过实地考察，对金寨县

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梳理和整合，建立合适的、受旅客欢迎的红色研学旅游模式，最终设计出精品红色研学旅游线路、系列情

景参与式的体验旅游产品。 

纵观整个项目研究过程，也存在着相应问题和不足。第一，受到时间、人力等诸多因素限制，我们仅对金寨县的代表性红

色旅游景点进行了调研，部分观点和结论可能有失偏颇；第二，受到本身理论知识、实践水平的限制，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可能

存在一些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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