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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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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是我国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一视同仁，对少数民族地区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加快民族发展的

进程。作为少数民族，具备独特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将其与旅游产业进行结合，是未来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发展的趋势。

为此本文以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少数民族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参考，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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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民族都有一定的地理区域，

其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各不相同，造就了我国具有明显
地域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各不相
同，随着人们对生活水平和身体健康方面要求逐渐提高，
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得到了很好地开发和利用，在很
多边疆地域，或者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开展了与当地
民俗民风相应的体育活动，并以此为旅游资源向外地推
销，不仅能够激发游客的兴趣，还能促进当地民族文化
的发展，为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机会。

1 少数民族体育旅游概念及优势
1.1 概念
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和人文。自然

资源包含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山脉、峡谷、森林和草原等
资源，结合这些自然资源开展的登山、徒步旅游等，这
些项目都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在少数民族地区
开展这样的体育项目，能够将独特的地域优势充分发挥
出来，并且能够吸引旅游爱好者的喜爱和追捧，有利于
体育旅游的发展。人文资源包含对农家乐、生态观光和
采摘、特色体育活动等，能够将人带入到自然的怀抱中，
满足不同人群对自然和生态的向往和追求，让人们感受
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感受不同的文化风情。与此同
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旅游资源进行相应的开发和
利用，能够加深人们对异族文化的认识，人们在旅游过
程中能够充分接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1.2 优势
（1）满足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追求
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是以大杂居、小聚居的结构分

布，民族体育旅游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特性和区域特性，
并且具有特色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民
族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产生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体育
活动，长期发展下来，就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色的民族体
育文化，这些特色通过体育、音乐、衣着、饮食及生活
习惯等方式显示出来，如纳西族的东巴跳、回族的叠罗
汉等活动，这些体育旅游项目不仅能够满足游客对锻炼
身体的需求，还能实现游客追求民族文化的需求。

（2）体育旅游项目丰富多样

就我国云南来说，素有“民族体育之国”的美称，
该省份的少数民族数量居多，且地理环境优越，体育项
目也丰富多样，目前根据相关统计，少数民族的体育旅
游项目就有 390 项左右，仅仅是傣族，就有很多项目，
如赛马、赛龙舟、泼水节、孔雀拳等，这些体育项目的
种类花样繁多，且各自具有独特的魅力，项目所需经费
不多，对大部分的游客吸引力加强。

（3）体育项目具有一定的健身功能
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体育项目具有一定的健身性，

且对于广泛大众而言，比较容易接受，适应性较强。少
数民族的文化底蕴比较深厚，且功能覆盖面比较广泛，
具有的新奇性和冒险性，能够符合大部分游客的心理和
生理的需求，对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能够让
大众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的文化，感受体育旅游的美好，
达到放松身心，强身健体的功效。

2 少数民族体育旅游项目开发途径
2.1 实现产业化发展
目前我国的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仍然处在初步阶段，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旅游开发
程度较低，推广效果还没有实现理想化，需要进一步对
其进行改进和优化。以新疆维吾尔族体育旅游项目“达
瓦孜”为例，之所以达瓦孜能够传扬至全国闻名，其目
的我想是在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达瓦孜自身的特
点，因其刺激、惊险，具有较强的可观赏性和娱乐性被
广泛流传。另一个原因是通过一定的市场运作，加强宣
传力度，将达瓦孜宣传到人们听了就像慕名而来的效果，
这样对于少数民族的体育项目开发和利用，就能实现理
想的效果，让全国人民都能有所耳闻，产生想要来旅游
的意愿。我国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存在的地区都比较偏远，
且自身具有丰富多样的体育项目，这些体育文化对于我
们而言，十分具有吸引力，如：上刀梯、爬花杆、踩芦
笙等。这些项目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加之对其采
用一定方式的宣传，就能将其推向中国乃至世界。对于
宣传方式，要结合不同的体育项目制定相应的推广方式，
让其能够走向旅游市场中。如在产业化发展初期，可以
依据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共同对体育旅游的扶持，能够
避免出现发展孤立的现象，并且待其发展稳定后，还能



85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1） 2020.2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1） 2020.2

带动该地区的其他旅游发展。
2.2 将体育旅游项目向多元化培养
近几年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旅游行业发展迅猛，

这就推动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的整合，少数民族
体育旅游资源借此机会得到良好的发展，这就需要对少
数民族体育旅游项目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开发。对此国家
政府要积极鼓励将少数民族文化、传媒、体育、旅游、
现代化技术等进行结合，将优秀的技术和新型的理念结
合在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中，实现少数民族体育旅游市场
的开发和推广，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也能
加快体育旅游项目向结构化升级，将新的产业带入大众
眼中，将其打造成多元化消费热点。

2.3 因地制宜开发体育项目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特色体育旅游

资源比较丰富。在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旅游项目时，要充
分考虑实际情况，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将当地的
特色活动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在一起，提倡少数民族文
化发展的同时，促进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在工业发展
形势较好的地方将体育与工业结合，在农业发展形势较
好的地方将体育与农业结合，形成“一业带百业、百业
促一业”的发展趋势。此外还需要将体育项目与旅游开
发价值加号的其他产业进行结合，与具有基础融合要素
的产业进行结合，实现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促进少数
民族地区体育旅游的发展。

2.4 将体育旅游依托教育发展
在开发少数民族特色体育旅游项目时，不仅需要

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倾力配合，还需要引进大
量的专业化人才进行相应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将体育旅
游项目依托于高校教育发展，为体育资源开发和利用提
供高素质人才。此外还需要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周边城市

进行配合，拓宽人才的来源渠道，将高校作为人才发展
平台，整合高校的教研和人才资源，结合地区特色和民
族特色，为体育旅游发展提供复合创新的人才。同时国
家还要加大投资资金，为学校创建相应的研究和实训基
地，加大对其的研究力度，进而确保为少数民族体育旅
游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基础。

3 结语
我国传统文化包含基本的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

我们应摒弃民族成见，实现全国共同发展的目的。目前
我国旅游行业发展比较迅猛，各个地区都在不断开发旅
游资源，包括人文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体育
旅游资源也是待开发的一项，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有很
多我们不熟悉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少
数民族体育旅游的开发力度，为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提
供基础条件，进而实现全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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