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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河南段体育研学旅行的资源整合与利用 

彭媛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郑州市，河南省，中国 

摘要：本文以黄河流域河南段为研究区域，探讨该区域体育研学旅行的资源整合与利用策略。通

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等方法，分析黄河流域河南段丰富的体育资源与文化旅游资源，

提出体育研学旅行的实施路径与具体措施。本文旨在为河南省乃至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开展体育研

学旅行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促进体育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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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area to discuss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y of sports research travel in this area.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ich sports resources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Henan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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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承载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资

源。河南省作为黄河流域的关键省份，其体育资源

与文化旅游资源紧密交融[1]。这里有古老的体育传

统、多样的运动项目以及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壮丽的

自然景观。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怎样充分且有效地整

合与利用黄河流域河南段的这些资源，通过创新模

式和科学规划，推动体育研学旅行的蓬勃发展，让

学生在旅行中既能领略自然之美，又能感受文化魅

力，还能参与体育活动，从而真正实现教育、旅游

与体育的有机融合，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更有意义

的学习体验，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促进黄河流域河南段的综合发展与繁

荣。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健康中国”与“全民健身”战略的不断深

入推进，体育旅游作为新兴旅游方式日益受到大众喜

爱。黄河流域河南段凭借其丰富的体育资源以及深厚

的文化底蕴，具备了体育研学旅行广阔的发展前景[2]。
但当前该区域的体育研学旅行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

诸多问题，其中资源整合与利用方面尤为突出，存在

资源开发不充分、协同性差等状况，严重制约了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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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潜力的释放。因此，提升资源整合与利用水平成为

当务之急，需通过科学规划与有效举措加以改善。 

1.2 研究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黄河流域河南段的体育资

源与文化旅游资源，提出体育研学旅行的资源整合与

利用策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同时，本研究也有助于推动体育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

展，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黄河流域河南段的体育资源与文化旅游资

源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郑州、开封、洛阳等城市的

体育研学旅行资源。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研究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等网络在线数据库，以“黄

河流域”、“河南段”、“体育资源”、“文化旅游资源”、

“体育研学旅行”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整理出相关文

献，并进行分类和归纳，为本文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2.2.2 问卷调查法 

结合黄河流域河南段体育研学旅行的实际情况，

设计问卷对普通民众、体育旅游行业从业者及专家学

者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体育研学旅行的看法和需求，

为资源整合与利用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2.2.3 实地考察法 

对黄河流域河南段的主要体育研学旅行景点进行

实地考察，了解资源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潜力，为

资源整合与利用策略的制定提供直观依据。 

3 黄河流域河南段体育研学旅行资源

分析 
3.1 体育资源 

黄河流域河南段的体育资源极为丰富。闻名遐迩

的少林武术，以其刚健迅猛、博大精深的特点，成为

独特的体育瑰宝；太极拳则以柔克刚、动静皆宜，蕴

含着深厚的哲学内涵。同时，这里还有嵩山少林风景

区，其不仅有壮丽的自然风光，还承载着少林武术的

千年传承；温县陈氏太极拳发源地更是太极拳爱好者

的向往之地。这些丰富的资源为体育研学旅行提供了

多元化的体验内容，无论是武术招式的学习，还是文

化内涵的探究，都能成为生动的教学素材，让学生在

实践中感受体育的魅力与文化的底蕴[3]。 

3.2 文化旅游资源 
河南省在华夏文明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文

化旅游资源的富集之地。郑州的河南博物院珍藏着大

量历史文物，它们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为体育研

学旅行增添了浓厚的历史底蕴。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再

现了北宋时期的繁华景象，让学生仿佛穿越时空，感

受古代的生活气息与文化氛围。洛阳的龙门石窟则以

其精美的雕刻艺术闻名于世，彰显着古代工匠的高超

技艺和智慧。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资

源，不仅为体育研学旅行提供了丰富的旅游体验内容，

更使其在文化的滋养下独具魅力，让学生在游玩中领

略文化，在运动中感悟历史，实现体育与文化旅游的

深度融合。 

3.3 研学旅行资源现状 
当前，黄河流域河南段在体育研学旅行方面已取

得一定进展，初步打造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线路和产

品。像“黄河文化千里研学之旅”，带领学生沿着黄河

领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体育资源；“华夏溯源 —— 
最早中国研学之旅”则聚焦华夏文明起源，开展相关

研学活动[4]。但不可忽视的是，该区域仍存在一些问

题。资源整合方面缺乏系统性，导致部分资源未能充

分发挥作用；产品较为单一，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群体

的多样化需求；市场认知度也不高，影响了其推广和

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 

4 黄河流域河南段体育研学旅行的资

源整合策略 
4.1 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 

政府需积极作为，出台针对性政策以鼓励和扶持

体育研学旅行发展。利用财政补贴，助力企业完善设

施、开发优质课程；给予税收优惠，减轻企业负担，

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

要强化行业监管，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对研学旅行的

各个环节严格把关，确保体育研学旅行的质量达标、

安全无虞，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研学环境。 

4.2 深化产业融合与协作 
要大力推动体育、旅游、教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与协作，构建紧密的产业联动关系。鼓励体育企业、

旅游机构与教育部门携手联合开发体育研学旅行产

品，将体育技能培训、文化旅游体验与教育教学目标

有机结合。例如共同打造融合体育竞赛、文化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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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的综合性研学项目。同时，各方应共享营销

渠道，旅游平台可推广体育研学产品，教育机构向学

生宣传，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整体产业效

益和影响力。 

4.3 挖掘特色资源与创新产品 
全力深入挖掘黄河流域河南段独特的体育资源与

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出富有创新性与强大吸引力的体

育研学旅行产品。以少林武术和太极拳等闻名的传统

体育项目为基础，精心开发武术研学课程，让学生系

统学习武术技巧与文化内涵。同时，紧密结合黄河文

化的深厚底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资源，创新开发生态

探险研学产品，如黄河湿地生态考察、沿黄徒步探险

等，使学生在亲近自然中感受黄河文化魅力，通过这

些特色产品丰富体育研学旅行的内容和形式，提升其

品质和吸引力。 

4.4 加强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要高度重视体育研学旅行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引

进。一方面，鼓励高校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培养具备

体育、旅游、教育等多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

方面，积极引进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同时，通过举办

培训班，系统传授研学旅行的策划、组织、教学等知

识技能；开展交流活动，让从业人员分享经验、学习

先进理念，以此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进

而推动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体育研学旅行提供

坚实的人才保障。 

4.5 拓展市场渠道与提升品牌影响力 
积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策略拓展体育研学旅

行市场渠道。在线上，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社

交媒体、旅游网站等进行广泛宣传和推广，制作精彩

的图文、视频内容，展示特色研学项目，以提高市场

认知度和品牌影响力。线下则加强与教育机构的深度

合作，举办推介会、研讨会等，让学校了解体育研学

旅行的价值，将其纳入学校课程体系，从而吸引更多

学生参与，有效扩大市场需求，推动体育研学旅行产

业的蓬勃发展[5]。 

5 黄河流域河南段体育研学旅行的资

源利用模式 
5.1 主题式研学旅行 

根据黄河流域河南段的文化特色和体育资源，设

计不同主题的研学旅行线路。例如，“少林武术与禅宗

文化体验之旅”，通过参观少林寺、学习少林武术、体

验禅宗文化，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中华武术的博大精

深和禅宗文化的独特魅力；“黄河生态与地质考察之

旅”，则结合黄河的自然景观和地质特点，组织学生进

行实地考察和科学研究，培养他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意识和科学素养[6]。 

5.2 体验式学习模式 
强调学生的参与和体验，通过亲身参与体育活动

和文化体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太

极拳发源地温县，学生可以跟随当地太极拳大师学习

太极拳法，感受太极拳的慢与柔中蕴含的力与美；在

黄河岸边，组织学生进行黄河漂流、皮划艇等水上运

动，增强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挑战自我的勇气。 

5.3 研学旅行与课程结合 
将体育研学旅行纳入学校课程体系，与体育、历

史、地理、生物等学科相结合，形成跨学科的综合实

践课程。通过研学旅行，学生不仅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体育技能和文化知识，还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

际问题，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 

5.4 社区参与与共建共享 
鼓励当地社区参与体育研学旅行的规划和实施，

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例如，与当地武术学校、

文化遗址管理机构、自然保护区等单位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开发研学旅行项目；邀请当地居民担任研学导师，

分享他们的生活经验和传统文化知识；同时，通过研

学旅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

质量[7]。 

6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6.1 面临的挑战 

黄河流域河南段在体育研学旅行发展中面临着诸

多挑战。首先，资源整合难度大，该区域体育与文化

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且分布广泛，将其进行有效整合并

非易事，这需要合理规划与协调各方资源，以形成系

统的研学体系。其次，资金投入不足成为制约因素，

体育研学旅行在产品开发、市场推广以及运营管理等

多个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然而当前资金来源渠

道相对有限，限制了其发展规模和质量的提升。再者，

市场认知度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尽管体育研学旅行

前景广阔，但目前大众对其了解尚浅，急需加大宣传

和市场推广力度，让更多人认识到其价值和魅力。最

后，专业人才短缺也是一大瓶颈，此类项目需要既精

通体育又熟悉旅游的专业人才来精心规划和实施，可

目前这类复合型人才相对匮乏，难以满足行业快速发

展的需求。这些挑战亟待解决，以推动黄河流域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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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体育研学旅行的健康发展。 

6.2 对策建议 
6.2.1 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 

政府在体育研学旅行发展中起着关键的引导和支

持作用。应制定全面且具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涵盖

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等方面，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体育

研学旅行项目的开发与运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设

立专项发展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课程研发、人

才培养等方面。例如，资助建设一批高标准的体育研

学基地，配备完善的教学设施和安全保障设备。同时，

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动体育研学旅行

项目在学校的推广，为学生提供更多参与的机会，从

而为其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6.2.2 建立资源整合平台 

建立黄河流域河南段体育研学旅行资源整合平台

具有重要意义。该平台应涵盖资源信息数据库、在线

交流与合作模块以及项目管理系统等功能。通过资源

信息数据库，全面收集和整理区域内的体育资源、文

化旅游资源等信息，包括资源的地理位置、特色、可

开发程度等，为资源的有效整合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在线交流与合作模块则为不同的资源所有者、企业、

教育机构等提供沟通交流的渠道，促进各方之间的合

作与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项目管理

系统可用于对体育研学旅行项目的策划、实施、评估

等进行全过程管理，提高项目运作的效率和质量。 

6.2.3 加大宣传力度 

为提高体育研学旅行的市场认知度和品牌影响

力，需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方式。利用互联

网平台，建立专门的体育研学旅行网站和社交媒体账

号，发布精彩的图文、视频内容，展示丰富多样的研

学项目和学生的实际体验成果。举办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宣传活动，如线上直播研学活动过程、线下参加旅

游展会等，吸引目标客户群体的关注。与学校、社区

合作，开展体育研学旅行知识讲座和体验活动，让学

生、家长和社会大众亲身感受其魅力。同时，邀请知

名媒体进行报道和宣传，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6.2.4 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在人才培养方面，鼓励高校开设体育研学旅行相

关专业或课程，结合实际需求设计教学内容，培养既

具备体育专业知识又掌握旅游管理和教育教学技能的

复合型人才。建立校企合作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

践机会，使其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对于在职从业人员，定期组织培训和进修活动，邀请

行业专家进行授课和指导，不断更新他们的知识和技

能。在人才引进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优

秀的体育旅游人才投身到黄河流域河南段的体育研学

旅行事业中，为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理念。 

6.2.5 创新产品开发 

创新是提高体育研学旅行产品吸引力和竞争力的

核心。要深入调研市场需求和游客反馈，根据不同年

龄段、兴趣爱好和学习目标的学生群体，设计个性化

的研学旅行产品。例如，针对小学生可以开发以趣味

性和体验性为主的体育文化启蒙产品，如通过游戏的

方式了解少林武术的基本动作；对于中学生则可以设

计更具挑战性和知识性的项目，如组织黄河生态考察

与户外运动相结合的研学活动。同时，不断丰富产品

内容，融入科技、艺术等元素，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为学

生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黄

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和体育资源。此外，注重产品的迭

代升级，根据市场变化和游客反馈及时调整和优化产

品，保持产品的新鲜感和竞争力。 

7 结语 

黄河流域河南段拥有丰富的体育资源与文化

旅游资源为体育研学旅行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通过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创新产品开

发、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等措施可以推动黄河流域

河南段体育研学旅行的快速发展。未来随着政策

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的不断成熟黄河流域河南段体

育研学旅行有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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