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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游与非物质文化相结合的实现策略研究 
赵力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8） 

摘要：非物质文化本身属于潜在的社会资源，当其被有效融入到旅游产业时，就会成为旅游资源，并在不断的推广与包装过程
中形成旅游产品。而在将旅游与非物质文化进行结合的过程中，可充分发挥旅游产品媒介化特征。并能科学利用互联网等技术，将
其进行最优化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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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的非物质文化，其概念在哲学研究范畴中很早就被提

出，其内涵也被诠释的极为深刻。相对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
更强调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非具体化的财富，主要是文化精神的
非物质载体方式。更多展现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如宗教理念、
艺术理念、哲学理念等精神财富。同时，非物质文化也在一定
层面上体现出当下的社会制度，如社会精神的具体化、格式化
等，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婚姻等制度方面的内容。而针对
于非物质文化内容的具体形式，因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
的影响，也会展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具体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以
民俗、艺术、宗教、制度与知识为主。基于此，在研学旅游与
非物质文化相结合的实现策略过程中，基于非物质文化的特征
及旅游发展的特征，能准确找出两者之间的共性。其都具有一
定的群体参与性与娱乐性，甚至是艺术性，并都因所处地域不
同，而展现出不同的表达与展现形式。基于此，在将旅游与非
物质文化进行结合的过程中，可将其视作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一、明确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 
旅游资源都是基于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相互作用下逐渐

形成的，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同样，非物质文化也如此，
无论是博大精深的汉学、汉药等文化，还是蒙古族、回族等少
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其资源的孕育都离不开环境。但资源本身
又不是绝对不可移动的，自然旅游资源虽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一
定的不可移动性，但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具备一定的可移动性
特征。同时，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与无季节
性，其中，自然旅游资源会受到气候的影响，而展现出不同的
景致。但非物质文化资源除特殊节庆项目外，都不会受到气候、
时节的限制，季节性特征不是很鲜明。 

二、旅游与非物质文化进行结合的有效实现策略 
（一）基于旅游产品的媒介化特征，将旅游与非物质文化

进行结合 
基于旅游与非物质文化共性特征，其二者都具有一定的群

体影响效应。同时，基于日益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可将旅游
定位成一个特殊的产品，并充分发挥其媒介化特征，将其与非
物质文化进行有效融合。例如，结合不同区域的旅游资源与民
俗习惯，可将二者以舞台或是展览的形式向地处不同区域的人
们进行展现。这样，既可使旅游人员充分感受到有趣的异域文
化，同时，还可将其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播、推广旅游产品的营
销手段。基于这样的融合，使其成为有效宣传旅游目的地的最
佳媒介，令来自不同地方的民众们都能基于这样特殊的展现效
果，去领略当地的特色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游客会对文化产
地产生更强烈的探索之心，激发其旅游动机，不仅挖掘更多潜
在客户，还可对非物质文化进行有效传播。而以舞台或是展览
的形式去展现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相较传统的图片、电视广

告宣传更易引起大众的共鸣。基于此，文化部门与旅游部门应
能精准定位合作共通点，能不断加深合作，打造精品文化媒介。
并以传播非物质文化为导向，基于地方的人文艺术展览等形式
进行趣味化展现。从而，在达到传播优秀非物质文化基础上，
还可对旅游产品进行有效宣传。 

（二）科学创设旅游网站，将非物质文化以个性化装点的
形式进行结合 

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通讯技术获得高速发展，而
在将旅游与非物质文化进行结合的过程中，需能在意识形态上
与时俱进。能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功用与作用，创建更具有创
新性的融合实现策略。例如，相关人员可积极创建一个旅游网
站，在对页面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应能结合不同的旅游景点，
科学的融入当地的非物质文化元素。在确保浏览网站的潜在客
户能更直接的观看到旅游目的地的相关风景介绍时，应能充分
展现非物质文化的具体内容、动人的传承故事、非物质文化活
动形式等。这样，不仅使潜在客户对旅游景点进行一定的了解，
还可利用不同的民俗文化吸引他们到实地去参观、游玩。同时，
网站管理人员应能对非物质文化进行合理化的分类。一方面，
所选择的宣传图片、文案展现等应与整个页面进行统一，能给
浏览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促使他们能对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另一方面，应将具有地域特色的工艺美术、民族歌舞、节日风
俗等制作成精良的短视频进行播放。并配上与之文化背景相匹
配的音乐，最大化展现非物质文化的显著特征与旅游价值。这
样，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旅游与非物质文化进行有机融合，
使二者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并能确保非物质文化在不间断的传播过程中，能进行有效的传
承与发展。 

结语： 
总之，旅游产业与非物质文化虽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

其在资源利用层面上因具有一定的共性，所以可将二者进行有
效融合。即利用人们对旅游的热衷，为非物质文化提供更多的
传播途径。同时，基于非物质文化不同的民俗、风土人情等，
为旅游产品赋予更强烈的人文属性。从而，使二者都可获得良
好的发展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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