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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施云斐 1  左文泉 2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50500） 

摘要：本文以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旅游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对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旅游融合发中存在

的问题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并依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以达到云南省提升旅游支柱性产业地位，传承和保护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为推动云南省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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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使得这里的旅游资源

十分丰富。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这里有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旅游成为了体育旅游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

它以特有的民族原始而又传统的宗教特征、蕴含丰富的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精髓,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

资源，并将之与旅游进行多种形式的融合发展，成为地区有力的经

济增长点。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之下，体育旅

游业发展较快，它将成为一个新兴的蕴藏无限生机的产业。 

1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1.1 认知程度不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旅游点业主、旅行社及主管部

门对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认知度不高;第二是游客对少数民族体育旅

游认知度不高。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有近 95.6%的旅游点业主、

90.3%的旅行社导游、52.3%的主管部门和 98.2%的游客表示从没听

说过“体旅融合”这个词,更谈不上有此项业务[3]。只是少数游客知

道，不同地州在特殊的节日会举办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只有部分游

客会参与其中。 

1.2 地区发展不平衡 

从整个云南省来看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石林等地区的旅游

业开发较早,已经具有较大的规模,体育和旅游的结合也初见成效,而

曲靖、红河、怒江、则相对较差。总的说来,由于云南省经济发展水

平比较落后,产业结构呈现出典型的低度化特征。体育旅游的发展现

状与其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极不相称。 

1.3 品牌效益不足 

云南现有的体育旅游项目中可供游客直接参与或观赏的项目

缺乏,内容千篇一律,没有创意,更没有自己的特色。苗族的秋千、爬

坡杆、划龙舟;彝族的花鼓舞、舞龙、低族的射弩等等。这些内容在

全国各地旅游景点中都能看到,无所谓本地特色,缺乏吸引力。导致

的结果往往是经营惨淡,甚至撤消此内容。傣族的泼水节、红河哈尼

族长街宴虽是旅客直接参与项目,但规模小,在旅游黄金季节,排队有

时需要几个小时,有些游客不得已而放弃参与。 

1.4 民族体育项目未充分开发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更是拥有相当多的传统体

育项目,而且内容大都丰富、有趣,具有相当高的竞技性、参与性及

观赏价值。侗族的抢花炮、斗牛;土家族的打飞棒、抢贡鸡:回族的

木球、大铆球、打抛俩等等这些丰富多彩、极富民族特色具有极高

锻炼价值、欣赏价值的传统体育项目,完全可以作为体育旅游产品进

行开发。可如今大多数项目均无处寻踪。 

2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对策 

2.1 加强宣传引导工作 

通过现代化的新媒体、网络媒体以及自媒体等工具宣传的推

广，对于促进二者的融合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大众传媒具有巨大的

宣传能力，每个人都是信息制造者和接收者，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性

加强，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其传播内容中展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优质内容，以独具特色的内容吸引人们眼球。

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旅游融合发展方面的宣传可以从

以下几点切入: 

2.1.1 地方政府主导，根据各旅游景区的实际情况，做到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制作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专题

宣传片，为地方企业开发特色的文旅产品提供政策支持，融入其产

生的自然环境状态，再现其传统体育文化产生过程。 

2.1.2 进一步通过傣族“泼水节”，白族“三月街”等大型民族

文化节日吸引媒体的目光，丰富节日活动内容，增加更多的体验性

传统体育项目，将具有竞技性项目融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单

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限制，融合更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对更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图片展示和文化解释，提升宣

传内容质量，扩大传播效果。 

2.2 加强区域协调发展 

从云南省整体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在不同地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发展不平衡。各地在发展过程中

要注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别人学习成功经验。加强基础设施的

建设，便于人们的出行以及安全。树立“全省一盘棋”的大局思想，

各地区之间加强相关经验的交流学习。 

2.3 加强品牌建设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创新 

加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品牌产品的打造，在充分挖掘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应用现代高科技手

段对体育旅游产品进行必要的包装组合，提升体育旅游产品的文化

内涵与科技含量，提高在体育旅游市场中的知名度与竞争力。 

2.4 走生态可持续的融合发展之路 

云南省独特自然环境和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形成的人文环境，

是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旅游融合发展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重

要标志之一。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资源与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

有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4.1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预防环境污染的规定，遵守生态保护的

法律法规。 

2.4.2 云南省特殊地形地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础设施的发

展，因此要加强基础设施或配套设施的建设，同时要注意对环境的

保护。在特殊的民族景区实行每日参观人流的限制，尽量将对自然

环境的破坏程度和旅游产生的次生环境污染降到最低。 

结语: 

云南省旅游资源丰富，少数民族众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外出旅游已经是人们调节压力、丰富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体

旅融合”的大背景下，相当一部分人的旅游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

云南应借助优势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其与旅游融

合。加强宣传引导，使“体旅融合”的概念在被大众所熟知；景区

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引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让游客体验；加强

人才队伍的建设，使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体旅融合”的背景

下得以更好的开发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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