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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体验视角下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吴爱华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81）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旅游行业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旅游出行的次数也随之上涨，对旅游景点质量的要求也就

越来越高。乡村旅游作为当下热门的旅游形式之一，深受人们的喜爱，既带给了人们良好的旅游体验，也满足了人们对原生态旅游

的需求。但目前随着乡村旅游开发各项问题的出现，市场恶性竞争问题的影响，导致乡村旅游开发停滞不前，旅游形式较为单一，

对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形成了一定限制。本文主要以贵州省为背景，探究旅游体验对于推动当地旅游综合体发展的重要影响，提出

了可以有效提高游客旅游体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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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作为当前热门的消费方式之一，因自身原生态多元化的景

区模式、人文景观，广受大众的喜爱。对于乡村旅游而言，基础设

施与产业结构的完善影响着综合旅游服务质量。因此，在旅游体验

视角下，乡村旅游开发也应做出改变，尤其是对于贵州省地区而言，

地形地貌大多数喀斯特地貌，自身经济发展本就较为落后，而借助

喀斯特资源，能够为乡村旅游提供可靠的发展支持，从而带动贵州

乡村经济的发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模型，实现旅游体验

视角下，乡村旅游开发的主要目的。 

一、旅游体验与乡村旅游开发 
（一）旅游体验 

旅游体验涵盖内容角度，除了游客切身的感受外，还包括心理

层面的内容。对于乡村旅游来说，想要切实提高游客的综合体验，

还是需要不断深入研究不同游客群体对于旅游需求的偏向，及时革

新旅游开发模式。具体分析来说，对弈每一位游客来说，由于日常

生活中接触到的事情以及人都是有一定区别的，所追求的旅游体验

效果也就存在差异，因此旅游体验也代指一种综合性的体验。旅游

主要的目的是寻求精神的愉快，在非定性创作中发生的一系列关

系。许多旅游者在社会的压力下会形成旅游动机，在旅游过程中的

主要目的是实现身心愉快，整体体验感较为综合。 

（二）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就是在乡村地区开展旅游活动，具有乡村文化内涵，

乡村旅游的主要内容则是乡村文化，通过民俗文化增强乡村旅游的

特性，包括旅游资源、景观、范围等。乡村旅游主要是在乡村民俗

的支持下，借助社会文化等乡村资源为旅游者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
[1]。乡村旅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

乡村地区蕴含着丰富的天然乡村景观资源，也包含着各个地区独特

的民俗文化，可以给旅游者带来强烈的体验感。其二，乡村旅游资

源差异大。我国地质资源十分丰富，不同地区的资源存在着一定差

异，而每一地区都拥有着自身独特的民俗文化与旅游景观，比如安

徽古城、福建土楼等等，各个地区拥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其三，

拥有丰富文化内涵。经过千年发展，各地区的文化景观呈现了多元

化特征，但农村地区较为偏远，传统文化的保留较为完整，因此无

论是民俗还是建筑物，都拥有着深刻的历史痕迹。 

二、贵州省旅游资源与开发状态 
贵州地区的地形地貌主要以喀斯特地形为主，在水的腐蚀作用

下，可溶性岩石会产生多种地貌。一般喀斯特地貌地区的奇峰林立，

地下水十分丰富，尤其是对于贵州省而言，山区占据省面积的绝大

部分，是喀斯特地貌发育极为典型的一个地区。据相关统计表明，

贵州省的山地或者丘陵的面积超过了 97%，而喀斯特地形在其中占

了 73%。贵州省拥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在喀斯特地形的影响下，

保留了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浓郁古朴的民族文化，在历史的沉淀

与积累下，形成了贵州独特的文化签到形象，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

了各个资源。近些年来，贵州等多个喀斯特地貌地区，加大了乡村

旅游的开发力度，带动了当地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乡村落后

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善。因此，未来贵州省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当借助

当地的资源优势，开发与社会需求相符的旅游模式，从为农村经济

发展提供支持。 

当前部分贵州村寨已经实现了旅游资源的全面开发，比如天龙

屯堡、雷山郎德、贵定音寨等等，且此类村寨实现了小康致富，这

也就表明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方向，能

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也能够促进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发

展。虽然面临着丰富的地理资源，贵州乡村旅游发展也面临着诸多

问题，比如，虽然拥有着诸多美丽的喀斯特景观、当地保留着完整

的民族文化，但乡村旅游过度商业化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

而此种发展形势可能会制约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影响旅游最终

开发效果。 

三、乡村旅游的开发形式 
（一）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包括“政府+农户”模式以及“政府+公司

+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政府+农户”模式在发展乡村经济发展

时，往往更注重农户的基本利益，并在社区模式的引导下，带动农

村经济水平的提升。随着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发展，可能逐渐演变

为三位一体模式，即有政府为主导，由社区负责统筹管理当地旅游

产业。农户则是作为执行者出现，践行由政府制定的旅游产业发展

计划。实践过程中，当地旅游协会可组织村民进行文艺表演、民俗

服务、工艺品制作；旅行社的主要作用是对现有市场进行开发获取

更多的客源[2]。此种发展模式能够有效避免由农民主导时的过度商

业化行为，使得当地的文化资源能够得到充分保护。同时也能够充

分发挥当地旅游产业的优势，各环节可互相分配经济利益，并共同

保护本土文化，为贵州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支持。 

（二）社会开发型 

社区开发型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①农户+农户。此种形式

常见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尤其是远离市场的乡村，对于企

业的接触存在诸多顾虑，所以也不愿意将更多的经营权交给公司。

在此类乡村中，存在开拓户，在开拓户的带领下，能够学习相关的

旅游接待经验与技术。虽然这种发展模式有限，但能够保留最为全

面的乡村文化，游客能够真正体验到当地的文化。②公司+农户。

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此种发展模式能够更全面的考虑农户

的利益，并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此种形

式的应用最为常见，同时也会随着发展逐渐演化为“公司+社区+农

户”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社区农户参与到农村旅游开发中，实现了

农民收入的上涨，并向游客展示了当地最为真实的民族文化。③村

委会+旅游协会+农户。此种模式能够实现乡村旅游产业链的有效构

建，在发展过程中，政府能够为乡村提供基础设施，而村委会能够

在政府的指导下开展经营管理，旅游协会则负责组织开展当地的民

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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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制型 

在推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当构建综合经济体，同

时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革新旅游开发技术。在开发乡村旅游资

源时，企业可为乡村提供资金支持，用于农村旅游范围扩大或者生

态资源保护等，最终的经营效益可按照股份完成分红[3]。在此种发

展模式下，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能够根据股份获取相关收益，

并实现角色层次的转变。在股份制的乡村旅游发展形势下，乡村居

民的责任更加清晰明确，农户越来越积极的参与到生态资源与文化

资源保护中，实现了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旅游的开发内容 
（一）生态民俗文化村 

贵州拥有着许多少数民族及喀斯特地形，也具有原生态的风景

优势，在贵州乡村中包含着衣着、礼仪、寺庙、园林等多元化的旅

游内容，而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能够有效吸引外来游客的关注。因

此，贵州省在推动乡村旅游开发时，可借助当地省市的民俗文化旅

游资源，构建生态民俗文化村，通过举行多种形式的民俗文化活动，

为未来游客提供休闲度假的时光，在增强游客体验感的同时，带动

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原生态森林公园 

对于部分乡村地理位置条件好，地形多样的地区，可借助森林

茂密、环境优良、山峦起伏等原始森林优势，开发原生态森林公园，

满足城市居民拥抱自然、回归自然的需求，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度

假、避暑野营的场所[4]。又或者，可发展构建森林氧吧，满足城市

呼吸新鲜空气的需求，增强其体验感。 

（三）原生态休闲农场 

原生态休闲农场能够为游客提供观光、烧烤、农作、垂钓、世

俗等多元化的旅游服务，使其能够亲身体验农民生活，了解当地民

俗民风。此类综合性的农业区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比如许

多大型企业在开展团建活动时，一般会选择休闲农场。“农家乐”

则是原生态休闲农场的雏形代表。 

（四）原生态红色文化 

贵州地区拥有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比如遵义、黎平等地区，

既属于历史文化名城，也包含着丰富的国家级与省级经典，以此为

基础开展原生态红色文化旅游基地，能够让人们追寻党史，寻找党

的发展足迹。比如，遵义景区、四渡赤水遗址、绥阳宽阔水等等，

都是以红色文化为基础构建的旅游区。 

五、旅游体验视角下乡村旅游开发对策 
（一）强化景区主题 

在开发乡村旅游景区时，即可以围绕着一个体验主题而展开，

也可拥有多个体验主题，而在确立体验主题时，要与当地的景观现

状相符合，使得景区的整体形象更为生动。只有保障体验主体的合

理确立，才能够有序的开展民族文化等多项活动，将乡村旅游打造

成闻名遐迩的品牌，实现当地资源与旅游文化的充分融合，从而促

进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5]。 

（二）优化场景体验 

在确定好旅游开发主题后，要着手完成场景设计。旅游场景是

旅游者主要活动的场所，因此要确保场景的设计氛围与主题相呼

应，让旅游者即能够感受到乡村旅游的风土气息，也能够感受到当

地特色的民俗文化。在开展场景设计时，需要适当的增强场景体验，

除了建筑设施完善与服务质量提升以外，也要注重消费者的心理习

惯，引导当地村民参与到其中，推动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也可结合消费者体验反馈信息，对旅游产品与旅游模式进行调整与

完善，使得旅游服务质量能够得到充分强化。 

（三）完善产品设计 

在设计旅游产品时，要注重旅游产品的正面体验感，淘汰与弱

化负面影响。在旅游过程中，游客更注重个人的感官体验，无论是

风景人情还是建筑风格，都影响着其综合感，甚至一些微小的指示

牌，也会影响当地旅游产品的形象。因此在产品设计时，要着重获

取游客的认同感，使得乡村旅游的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比如，

在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时，要保持好乡村的环境，同时也可以为游客

展示最真实的乡村生活，让游客的正面体验能得到强化，并尽可能

的降低负面情绪的影响。同时也要不断优化服务质量，最大程度的

获取来自游客的认同感。 

此外，可借助贵州特色的食物来吸引游客的关注，增强游客的

体验感，比如农家菜肴、茶叶品鉴等等，让游客在体验过程中能够

留下深刻印象。但在开发旅游资源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感官刺激

越多越好，过多的刺激反而会引起游客的反感，所以在设计感官刺

激环节时要适度，并保证这个过程的连贯性增强，使得游客能获得

最大的满足感。结合当地风景特色，可设计一些与当地文化相关的

纪念品，让游客在看到纪念品的时能够回想起旅游的快乐时光，从

而提高体验感，展现出乡村特色旅游主体[6]。 

（四）落实体验营销 

从消费者的角度解析可以发现，当其在参与营销活动时有一个

舒适的体验后，购买倾向就会提高。基于上述观点，应当重视体验

式营销的开展，让游客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所销售产品的特色。

无论是在旅游体验过程中，还是旅游体验后，体验营销应作为一种

服务的形式，增强游客的感受。传统营销往往更注重产品的质量与

价格，对消费者需求的关注不够密切，所以无法给予消费者精准恰

当的精神服务，而体验营销却能够深入了解消费者的内心需求，使

得营销更符合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从而优化服务质量，在提高消费

者体验感的同时，带动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比如，在旅游过程中

可结合当地的资源，创设不同的体验主题，结合丰富的体验活动，

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实现农村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就应当在旅游

体验的视角下，关注消费者的内心需求，构建完善的旅游发展模型，

结合多元化的乡村旅游开发形式以及开发内容，增强乡村旅游的吸

引力，并向游客传达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使得乡村旅游能够为游

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在增强游客旅游体验感的同时，促进当

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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