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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体育旅游发展现状、现实困境及实施路径 
1.刁  晗  2.熊亚兵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50500） 

摘要：云南拥有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体育+旅游”模式助推了云南旅游产业升级，云南户外运动资源丰富，体育赛事国内
外影响力不断加强，特色体育旅游得到挖掘和整理。提出可持续发展路径，即通过体验式开发模式有力地促进云南体育旅游的发展，
把体育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品展示给体育旅游者，加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和开发，打造特色体育旅游文化与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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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坐落于云贵高原，北回归线贯穿云

南南部，地跨长江、珠江、元江、澜沧江、怒江、大盈江六大水系，

这为它带来了寒温热带的立体气候，多数城市四季如春；雄伟壮丽

的山川地貌，山林峰洞江河湖瀑蔚为奇观。并且云南省拥有蜿蜒漫

长的边境线，其中八个地州的二十五个县市分别与老挝、越南和缅

甸交界，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国交界使它拥有中国最多的民族数

量。云南省本就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习俗、

不同的样貌为云南的体育旅游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可供开发。 

1.研究方法 
2.文献资料法 
3.云南体育旅游的概念界定 
体育旅游属于体育产业的一部分。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体

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综合。即注重

市场效益、讲求经济效益，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产业部门的特性。

其产品的重要功能还在于提高居民身体素质、发展社会生产、振奋

民族精神、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其中就包

括了体育旅游。体育旅游是指以推广、推销体育旅游产品为主营或

兼营业务活动的、独立核算的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包括向旅游者

提供诸如体育娱乐、健身、竞技、康复、探险和观赏体育比赛等体

育旅游产品的旅游公司、旅游网站、体育旅行社等。根据主体附加

法可知，云南体育旅游则是在云南地区向消费者提供体育娱乐、体

验、观赏等体育旅游产品的旅游公司、旅行社等。 

4.云南体育旅游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云南省体育旅游产业得到云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提

出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意见》，计

划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文化等融合发展，助力民族地区乡村

振兴和健康休闲产业发展；运用教育、文化和旅游等交流平台，推

动云南传统体育项目与旅游文化深度融合。 

4.1 云南体育旅游发展的良好态势 

云南的体育旅游主要以乡村民族地区体育模式为主，大体可分

为农家乐运营模式、体育赛事带动模式、名胜公园景区运营模式、

特色体育小镇建设模式、舞台擂台竞技展演模式等。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云南体育旅游产业日趋成熟，以农家乐运

营模式为主的体育旅游产业品牌越来越多，并且广泛得到游客和消

费者的认可，甚至因为云南体育旅游的发展使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体

育文化得到传播和发展。其中，射弩项目和陀螺项目就是由云南推

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体育传统运动会。以石林景区内开设

的民族体育竞技场为例，该景区中设置了摔跤、斗牛等少数民族的

传统体育活动以供游客参观；在夜间开展以火把节为主题的篝火晚

会，使游客参与其中，能让游客亲身体验到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民族

风情活动。在石林景区内开设的这两项活动不仅与当地自然环境与

人文资源相配置还可以满足游客求新求乐的体验感。吸引了大量的

游客，为石林景区增加了不菲的运营效益。除此之外，还有临沧沧

源县的翁丁寨、西双版纳的傣族园、大理洱海边的古生村、保山腾

冲县的佤族寨司莫拉村等都是农家乐运营模式的代表。 

随着一般性观光旅游正在走向衰微，符合体验经济趋势的现代

人追求体验感的乡村旅游、民俗旅游和体育旅游的崛起以及人们对

身心健康的重视，使得体育赛事对体育旅游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使

得体育赛事带动模式、特色体育小镇建设模式和舞台擂台竞技展演

模式得到长足发展。其中，“七彩云南 秘境百马”主题马拉松更是

将云南的自然资源、民族特色和体育赛事充分的结合起来，同时也

是体育赛事带动模式的代表。 

4.2 云南体育旅游资源的可开发项目众多 

云南省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在人文古迹、自然景观、民族风

情三个方面中尤其突出民族风情与自然景观。少数民族风情是反应

民族文化的重要途经，云南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各

少数民族所展示出的不同民族风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展示民族风情的重要方式，其中各民

族传统的体育活动和民族仪式是开发云南体育旅游的重要资源。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陀螺、射弩、摔跤、角力、打秋千、丢包、象脚鼓、

高脚、抢花炮等项目已经扎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因为民族

传统体育本就诞生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不仅成为了当地人民的

一种文化娱乐方式，也是强身健体的一种常规选择。在传统节日、

家庭聚会，除以歌舞形式庆祝外，也常常以一两个当地的民族传统

体育活动助兴。以普洱市的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为例，该地作为陀

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陀螺文化最为深厚最具民族特色以及打陀

螺最为普及的地区。打陀螺活动已完全融入景谷人民的生活中，仅

景谷县城周边就有四十多个陀螺场地，每天都有上万人参与。此外，

还有佤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抱头摔跤“、”佤猛格“，拉祜族

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阿朋阿龙尼”、“雀哈雅米”，彝族的传统体

育项目“扭扁担”等等众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供开发。 

5.云南体育旅游的现实困境 
体育旅游模式由五大模式进行开发，即旅游＋体育模式、体育

＋旅游模式、专项体育旅游模式、组合型体育旅游开发模式以及附

带行体育旅游开发模式。当前，云南的体育旅游多为附带型体育旅

游开发模式，并不能达到旅游＋体育模式或体育＋旅游模式。 

 

5.1 旅游资源开发不足 

云南旅游业起步较早，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单许多旅游地普遍

存在旅游资源枯竭、旅游产品老化、旅游项目齐同等旅游资源开发

不足的问题。具体指饮食居住消费多、文化产品消费少。自然资源

开发多，人文资源利用少。静态景观布局。多，动态景观设计少。

观赏项目安排多，参与活动设置少。不符合现代人求健、求乐、求

新、求险的体验式旅游的要求。云南是拥有全国最多的少数民族的

省份，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却没有被开发或者是开发

不足没有成为当地旅游行业的一个亮点。缺乏自然资源的配置与文

化内涵的深度发掘，缺乏完善的产业支持体系。在体育旅游资源开

发中，对地方人文资源发掘不深，缺少文化创意。除上述旅游资源

开发不足的问题外，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还存在：业态布局单一、

活态展示不足、民俗生活场景缺失、原真效果不强的问题。 

5.2 专业人才储备与培养不足 

拥有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是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前提和保证，就

需要相关的人才进行开发、组织、运营、管理来维持体育旅游项目



理论探讨 

 234 

的运行。对人员的要求也不再是单一型，而是需要培养和打造多层

次、复合型的体育人才。需要策划人才，开发旅游资源与项目，做

到无中生有，创造需求再满足需求，用服务来替代物质产品。需要

营销人才，将开发好的旅游资源进行宣传，深度挖掘地方文化内涵，

增加文化创意与场景设计，提升当地的旅游影响力。需要管理人才，

在开发当地体育旅游资源时，不仅需要形成产业链、经济链还要兼

顾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还要保持民

俗生活场景的原真性。需要导游人才，这里的导游不仅仅是指要具

备民俗文化知识和旅游专业知识，更是要紧紧贴近体育旅游市场的

需求，打破原本单一的知识结构，增加当地的体育文化知识，最好

可以教授游客简单的动作，增添游客的体验感。 

5.3 缺乏统一规划和布局 

云南省是全国旅游大省，各地旅游行业的管理制度、发展规划

和市场调研等方面已相对成熟。但当前阶段，云南的体育旅游行业

却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布局，与当地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健全的旅游制度并不相配。目前的云南体育旅游业缺乏规定

的管理办法，同时起步较晚，各地的发展并不均衡。有些地区已经

拥有的相对成熟、开展良好的体育旅游项目，而有些地区的民族体

育活动仍处于自然状况没有形成规范的体系，也不利于民族传统体

育的传承与发展，更不利于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6.云南体育旅游的发展策略与实现路径 
6.1 依托特色景点旅游资源开发传统体育旅游资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当地民俗风情的体现，需大力开发少数民

族传统节日游。延伸旅游产业链，拓展旅游新空间。在旅游产业链

一棵大树上长出符合游客需求的食、宿、行、游、购、娱等多个果

实，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的扶贫致富。 

6.2 以文体促旅游，以文化力推动生产力，以体育赛事带动旅

游 

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具有观赏类、参与类、竞技类、健

身类、休闲类、探险类以及旅游纪念品等商品。可以把参与类、健

身类、竞技类的内容作为特色旅游项目来吸引游客。通过举办民族

运动会或创办其他品牌赛事，来提升知名度与影响力，吸引参与比

赛的游客，不仅可以增强游客的身体健康还能刺激体验式消费的快

速增长。 

6.3 推进体育旅游人才的培养 

培训云南体育旅游的专业人才，做好管理、策划、营销、导游、

救护人才的培养。帮助当地特色旅游资源开发成完整的产业链。 

6.4 注重包装、做好宣传 

整合宣传资源，加大云南整体旅游形象的塑造和推广，做好场

景策划。让云南的体育旅游在文化中找到路子，文化在旅游中找到

票子，城市在文化和旅游中竖起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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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4 年间开始突现的关键词包括事件关联电位、词汇、

语言障碍、单词、个体差异以及二语学习。这一时期更多的研究者

致力于将大脑神经与二语习得研究联系在一起，也致力于影响二语

习得各要素的研究。2015 年间突现的关键词比较多，大部分集中于

语言学本身，包括学习者、二语习得、双语、高水平学习者、单词

识别。2016-2020 年间突现的关键词有认知控制、障碍、模式、习

得与双语现象。其中，个体差异、学习者、二语习得、障碍、模式

以及双语现象等关键词从开始突现时，一直延续至今年（2022 年），

这表明这些围绕这些关键词的研究关注度未来可能会一直持续。 

四．结语 
本文从二语习得研究入手，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借助

CiteSpace 软件，通过发文量、期刊共被引、关键词共线和突现对二

语习得研究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二语习得研究发文量呈现逐年

上升趋势；该领域研究与神经科学、语言学以及心理学研究密切相

关；热点主题包括语言、习得、双语、英语、话语、大脑、年龄等

关键词，未来的研究趋势可能依然包含个体差异、学习者、二语习

得、障碍、模式以及双语现象等关键词。但本文收集文献数量有限，

有其不足之处。希望今后的研究者可以扩大文献数据量，进一步对

该领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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