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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研学旅行在官方纲要中首次出现是于 2013 年在《国

名旅游休闲纲要》中的形式出现的，并自此成为了一门

旅游发展的趋势与热点。近年来，研学旅行发展规模逐

渐扩大，而这对于中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振兴而言，则

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研学旅行只要特点是旅行与教育双

向发展，而乡村作为一个较于学生平时生活学习而言完

全不一样的文化环境，对于学生的研学旅行就更具有在

自然环境以及民风民俗等多方面的教育价值。而对于乡

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言，研学旅

行也能起好一个良好的交流媒介，促进乡村与城市的文

化交流与经济发展。

1　依托乡村资源的研学旅行目的地规划设计的背景

1.1 时代背景

在目前中国的大环境下，在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城乡融

合发展已然成为了目前各大方面发展的新趋势，现代化

农村的建设已然到达了一定的新高度 [1-3]。乡村产业转型

升级、推进乡村产业链的发展与完善成了乡村转型的重

要举措方式。而乡村资源与研学旅行的融合更是推进了

乡村与旅游业融合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也为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帮助与机会。与此同时，生态文

明建设也是现在着重关注的着力点，而乡村振兴的关键

一点就是生态宜居，而这两点更是不谋而合。实现乡村

资源的研学旅行目的地的规划设计中也是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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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一步，所以在过程中应该注意绿色乡村旅游产业

链的构建，在发展的同时保持原有的乡村特色与生态，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设理念，为致力于建设美丽

中国的乡村出一份力。

1.2 市场需求

随着社会与时代的不断进步，全面小康的社会阶段

已然实现，人们日常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对于日常消

费而言也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更多的是想追求深层次

的精神享受，在旅游方面也是如此。现在人在旅游方面

已经不满足于单一的旅游产品与方式了，而更偏向于对

多样式的、多方面一体化的旅游产品进行追求，而这一

市场需求的变化也促进了乡村资源旅游的变革。对于生

活在城市的人们而言，他们更向往到乡村去进行旅游与

感受田园风光，因为平时的生活节奏都是十分紧凑的，

所以在能够休息旅游的时间，去乡村就是更多人旅游的

选择与方式。他们可以在乡村感受平时城市里体会不到

的田园风光，放松自己平时紧绷的神经，感受农耕生活

与田园美景。

2　依托乡村资源的研学旅行目的地规划设计的意义

2.1 对乡村资源的保护

依托乡村资源的研学旅行是一种对乡村资源保护与

传承，对该目的地的规划设计的同时也应注意对于乡村

资源的保护。依托乡村资源的研学旅行是以旅行与教育

两方面同时作为重点的，所以对于乡村资源的文化特色

与自然环境是尤为看重的。所以若想推进乡村资源为目

的地的研学旅行就必须对乡村文化特色以及生态环境给

予足够的重视，将这两方面包含进目的地规划设计的方

案中。而如此一来，乡村资源就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与

保护，人们也不会只顾着自身的发展而忘却对于乡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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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维系。而且在研学旅行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

人来到乡村对当地的文化特色进行学习，而这也是对乡

村特色文化的一种发展与传承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到

当地乡村特色文化，并可以在同时进行传播与弘扬 [4-6]。

2.2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在进行依托乡村资源的研学旅行目的地的规划设

计的研究中，促进乡村资源目的地的研学旅行能够带动

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而言则是研学旅行自身的经

济推动，研学旅行作为旅行活动的一种能够促进当地旅

游业以及旅行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旅行的发展从而促进

调动当地其他方面的经济提升，也促进乡村其他产业链

的兴起与形成。其次，乡村资源为目的地的研学旅行能

够提升自身网络知名度，让更多人有想来此地旅游的愿

景。

3　依托乡村资源的研学旅行目的地规划设计的策略

3.1 旅行资源产品发展策略

以乡村资源为目的地的研学旅行设计需要紧密围绕

乡村生活的特点展开，而最基础的就是对当地生产生活

方式的尊重与保护，以乡村当地的社会以及文化作为背

景，致力于发展并传承当地的文化特色，弘扬保护当地

传统文化的理念，并对特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

传承。在制定以乡村资源为目的地的研学旅行过程中，

应该尊重不同乡村文化的差异性，因地制宜，根据当地

乡村特色制定合适的乡村资源目的地规划，保护当地特

色资源产品。由于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形态区别较大，

所以可以促使旅游人员进行乡村生活的动态体验，亲自

体验在乡村劳作生活的活动，感受乡村生活独特的魅力，

而在这一类的动态活动中，也将可持续发展的保护形势

融入其中，避免乡村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商业模式

化。对多数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而言，第一产业基本为

基础产业，这不仅与第一产业对生态自然的高度依赖性

有关，还与第一产业在人类生活乃至历史中的社会经济

的基础地位有关，因为第一产业就是民生之本，其他的

一切都是基于此的。所以对于很多乡村资源而言，保持

第一产业是开发旅游资源目的地的基础，任何工业、旅

游业的发展都不能成为影响乡村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因。

研学旅行可以促进旅游者对当地第一产业的认知与了解。

与此同时还可以对部分农作物的加工方面做到精细化，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以多样式的方式吸引旅游者，让

更多人认识当地产品，愿意来尝试品尝，形成为当地的

特色。而这也就形成了当地第二产业的一部分，对当地

原材料进行多方面的加工制作，形成当地的特色旅游产

品。而在此基础上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根据当地独特的农作

物以及文化特色，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调动起其

他产业链的发展，促进了各方面的融合，实现乡村旅游

资源多元化的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乡村资源也可以

通过引进高新技术手段进行相应的生产，实现生产方式

机械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在增加当地产品的竞争力

同时也为研学旅行提供更多的学习价值与方向。

3.2 旅行生态环境保护策略

乡村旅游资源的规划也需要将多方面乡村资源进行

整合与保护。首先而言，乡村生活较于城市生活是更为

轻松闲适的，生态环境也更为自然原生态，所以乡村资

源规划是需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让游客能够体验

到游山玩水、林果采摘以及生态种植等场景。乡村旅行

资源的生态环境是由不同成分与元素组成的，自然景观、

半自然景观以及人文景观的不同都导致了乡村资源独特

的环境与魅力。相较于城市的大环境，乡村自然环境更

偏向于自然舒适，在风格风貌上更保留了原本的完整性、

地域性、粗放性与多样性。组成乡村生态环境是复杂多

样的，而多样复杂的生态系统环境也导致了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影响，所以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是维系生态系

统正常运行的重要方式。首先需要做的是对生态斑块的

构建，对于生态保护而言，斑块的形状与他的边界对生

态系统的稳定有着重要贡献，是影响生态稳定的重要因

素，系统内部的生物多样性有很大一部分就受斑块间的

物质交流所影响。斑块的紧密与松散所导致的情形也不

一样，紧密的是有利于对能量以及养分的存储积累，而

松散的则是有利于斑块内以至于斑块与斑块间的相互作

用。其次则应该增强对于生态廊道的重视程度。廊道的

存在既能够促进斑块间的连接性，也有可能产生分割生

境的现象，所以在功能上而言，廊道会存在一定的矛盾

性。所以在廊道的建设设计过程中，应切合当地乡村条

件的特性，与自然景观相契合。然后就是对于生态的基

质的保护以及对于生境方面的管理了。作为景观之一的

基质而言，作为背景时就可以控制斑块与斑块间的信息

交流与沟通，从而可以达到控制整个景观连接度的效果。

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设计这系列规划活动中，景观基质

的异质性很有可能被提高，从而导致岛屿效应的形成与

发展，也能够促进基质亲和力性的提高，从而缓解生境

斑块负面的压力。针对不同条件的功能区，要多层次的

复合型制定规划方案。最后，丰富生态环境、建立可持

续性发展也是一大生态保护发展目标。生态保护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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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进行，可以大致分为生态农业区、生态修复区、绿

色发展区、生态脆弱保护区以及景观生态区。根据乡村

不同的条件与标准分被划分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生态

环境保护区。

3.3 旅行资源分区项目策略

对乡村旅行资源而言，资源结构的分区有利于研学

旅行进行多方面的考察，也使得游客们的旅行更为便利、

简单。首先可以使各大区域在空间结构上有划分，空间

结构上的划分不管是一种乡村资源结构的视觉体验，也

是冼村旅游形式上的重大进步，是乡村生态环境以及乡

村文化遗产的载体。在进行乡村资源目的地的规划中，

应该根据乡村的当地景区特征与地域文化形式，将产乡

融合理论、景观美学理论以及景观生态学理论多方面理

论体系进行结合，促使多种空间形式的组合，打造不一

样的乡村资源旅游空间，突出其地方特色。可以将不同

的景观区域在功能上进行区域的划分，从而可以打造不

同的景观空间以供定向观赏，还能够维持生态的稳定性。

还可以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与形式进行特色文化建筑的

建设，根据当地的地域特点以及生态条件进行农旅文化

产业的建立。例如在云南多数的村寨中就可以进行对风

雨桥等形式的文化走廊的建立。这既可以满足研学旅行

的一大特点，促进学生对于当地民族文化习俗的学习与

了解，也有较为实用的特点。其次还应该加强区域与区

域间的道路公路建设。乡村资源的建设虽说要保留原本

的原生态与天然的自然文化特点，但在基础设施等一系

列的建设上也不能过分保守。道路的建设不仅能够方便

游客来乡村进行游玩与参观，还能够促进当地其他产业

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方面的发展，因为公路的建立才能

够为大量农作物的输出提供基础保障。而对于山地地区

也可以开发较为安全舒适的通道，以便游玩的乘客进行

登山等旅游活动。对于许多乡村而言，长期住在乡村的

大多数还是老人与小孩，所以很多房屋是常年处于不使

用的状态，而这也就可以利用起来，打造一些较为有特

色的民宿、农庄以及茶坊等当地特色产品，衍生出一系

列的产业链，带动整个乡村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研

学旅行团也可以在游玩体验的同时拜访当地的特色工厂，

对当地的特色文化进行学习与观摩，起到研学旅行的教

育效果。如若是少数民族区域还可以划分出具有自己特

色的民族文化区，让到访的游客能够体验当地的文化传

统与习俗特色，了解当地乡村的文化内涵，促进城乡之

间的交流与沟通，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

4　结语

对于依托乡村资源的研学旅行目的地的规划与设计

而言，需要避免乡村研学旅行同质化的发展趋势，在发

展的时候要注意因地制宜，根据不同乡村文化的特色制

定出具有特色的研学旅行目的地的规划，打造出有地方

特色以及教育文化价值的研学旅行资源，从而衍生出固

有文化内涵的多样性的旅游产品与路线，以此打响乡村

研学旅行的知名度与广泛度，让更多的人愿意来此体验

学习乡村文化，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并带动乡村

经济副产品的发展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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