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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旅游吸引力提升研究

陈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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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大旅游时代的背景下&加之素质教育对于青少年政治思想素质的要求&研学旅游顺势而生(而有着突出教育功能

的红色旅游无疑在拓展研学产品*培养青少年的思想政治素质以及传承红色基因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陕西省的红色

研学旅游产品数量多&品味高&但是对于青少年群体的吸引力较弱&因此提升陕西省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旅游吸引力&对于促

进陕西省旅游业的发展和提高旅游综合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红色旅游产品!研学旅游!旅游吸引力

中图分类号!

JH#

!!!!!!!!

文献标识码!

F

!!!!!

文章编号!

!"$&BCC"3

$

!"#$

%

"%B"#!#B"&

IDK

获取!

0;;

L

'))

:11

5

:.1

<

@2

M

()*+,-@>+

)

>0

)

2+N41@,:

L

1

!!

!"#

'

#"@##$$&

)

M

@2::+@!"$&BCC"3@!"#$@"%@"!H

>)*/0"1"%#"(",%)*>"&0#4%:%%02.%#"(",C*!5*20(#(

6

>"&0#41

/0"!&.%#"(#($)22(J#/0"7#(.*

4="#J+%6,

7

%*

$

@:566A6

B

=+9362

7

&

4)A3)21%*0C6)2+9K

&

@5%%*L+J)1

T

+%*#62K%AD*+E129+3

7

&

J+

/

%*C#"#""

&

45+*%

%

:;4%02.%

'

V+;04>(+;41;(.

S

*4,;;()*2:74*,

&

>()

L

-4NQ2;0;04*4

5

)2*474+;:(.

5

),-2;

<

4N)>,;2(+;(;04

L

(-2;2>,-,+N2N4(-(

S

2>,-

5

),-2;24:(.

<

()+

SL

4(

L

-4

&

-4,*+2+

S

;()*2:7*2:4:2+*4:

L

(+:4@P04*4N;()*2:7 Q2;0();:;,+N2+

S

4N)>,;2(+,-.)+>;2(+:

)+N()T;4N-

<L

-,

<

:,+2**4

L

-,>4,T-4*(-42+41

L

-(*2+

S

*4:4,*>0

L

*(N)>;:

&

>)-;29,;2+

S

;042N4(-(

S

2>,-,+N

L

(-2;2>,-

5

),-2;24:(.

<

()+

S

L

4(

L

-4,+N2+04*2;2+

S

*4N

S

4+4:@P04*4,*4-(;:(.*4N*4:4,*>0;()*2:7

L

*(N)>;:2+/0,,+12I*(92+>42:Q2;002

S

0;,:;4

&

T);;04

,;;*,>;2(+;(

<

()+

SL

4(

L

-42:+(;:,;2:.

<

2+

S

@P04*4.(*4

&

0(Q;(27

L

*(94;04;()*2:7,;;*,>;294+4::(./0,,+12*4N*4:4,*>0

;()*2:7

L

*(N)>;:

&

L

*(7(;4;04N494-(

L

74+;(.;()*2:72+/0,,+12I*(92+>4,+N27

L

*(94;04>(7

L

*404+:294;()*2:7>(7

L

4;2;2(+

2:(.

S

*4,;:2

S

+2.2>,+>4@

<*

'

="0!4

'

*4N;()*2:7

L

*(N)>;:

!

-4,*+2+

S

;()*2:7

!

;()*2:7,;;*,>;2(+

!!

研学旅游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游学*"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成为素质教

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研学旅游是一种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教育理念和精神&不仅继承原有的传统游学

形式&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方式&成为一种新的旅游

形式(研学旅游主体是学生群体或者具有一定学习

目的的人&并以拓展知识和增加技能为主要目的&通

过旅游形式对常住地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旅游观

光*体验学习为形式&结合旅游与学习的主题旅游形

式(研学旅游不仅是创新教育教学的形式也是学游

结合的探究性学习意蕴(而红色旅游是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党史教育的最生动的

方式之一&既能达到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目的&又

能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将红色旅游和研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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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结合起来&将会极大的促进大中小学生的素质教

育水平(

一"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界定

!""H

年&中共中央办公室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H

0

!"#"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

年&中共中央办公室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

!"##

0

!"#&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A

年
A

月&-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

若干意见.又提出 "支持研学旅行发展&把研学旅行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范畴&研学旅行逐步纳入到

国家教育体系&成为学生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红色旅游和研学旅游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和鼓励&进

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红色研学旅游也占据

了我国研学旅游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传承

的生动课堂#*"发展红色旅游要把准方向&核心是进

行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让干部群众来到这里能

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红色研学旅游产品是指能够

在开展红色教育的基础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价

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以红色景区为旅游

目的地的旅游产品(红色旅游能够将爱国主义教育

与研学旅游相结合&并能够拓宽旅游产品深度和广

度&培养旅游对象的思想政治素养&达到传承红色精

神的目的&红色旅游具有不可替换的重要地位+

#

,

(

二"陕西省发展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

现状

#一$陕西省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基本情况

陕西具有丰富的红色研学旅游资源&党中央在

陕北前后斗争工作了
#%

年&历经了土地革命*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时间最长*

历史时期最完整&因此陕西的红色研学旅游资源也

是覆盖最全面&数量最广泛的&以陕北延安为龙头&

省会西安为发展重点&陕南地区为延伸&构造出一条

完整的红色研学旅游线路(据调查&陕西省革命遗

址达到
!"&#

个&具有影响力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HAG

个&其中延安
%G"

处&榆林
%C

处&西安
%"

处&咸

阳
$

处&宝鸡
&

处&渭南
#A

处&铜川
H

处&汉中
#!

处&安康
C

处&商洛
H

处+

!

,

(这其中国家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

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个&本文

对于目前陕西省内的红色研学旅游资源进行了部分

列举$见表
#

%(

#二$陕西省发展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优势

#@

陕西省红色旅游资源禀赋优越!数量多!品

位高

表
#

只是简要的列举了陕西省内的部分红色旅

游资源&就足以看出陕西红色旅游资源的规模庞大*

内涵丰厚&因此陕西在发展红色研学旅游方面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陕西在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

革命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尤其是革命圣地

延安&党中央在此斗争了
#%

个春秋&留下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革命斗争史&以及数不胜数的红色景点&其

深远的影响和无以伦比的历史地位&使得陕西成为

了全国红色文化资源的宝库(

表
#

!

陕西省内部分红色研学旅游资源表

区域 红色研学旅游资源

陕北

延安

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旧址&杨家岭旧址&王

家坪旧址&凤凰山旧址&清凉山旧址&"四八#

烈士陵园&宝塔山景区&洛川县洛川会议旧

址纪念馆&子长县瓦窑堡会议旧址&南泥湾

革命旧址&中共西北局革命旧址&陕甘宁边

区政府旧址&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吴起中

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纪念馆*黄陵县陕甘边小石崖革命旧

址*黄龙县瓦子街战役烈士陵园等

榆林

佳县神泉堡革命纪念馆*绥德革命历史纪念

馆*绥德革命烈士陵园*米脂杨家沟革命旧

址*靖边小河会议旧址等

关中

西安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

馆*杨虎城烈士陵园*汪锋故居纪念馆*张学

良公馆*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等

咸阳

旬邑县马栏革命旧址*桃渠源邓小平旧居*

淳化爷台山战役旧址*泾阳县安吴青训班革

命旧址*彬县金池革命旧址等

宝鸡
凤县两当起义纪念地*眉县扶眉战役纪念

馆等

渭南

华县渭华起义纪念馆*富平县青少年教育基

地*八路军
#!"

师抗日誓师纪念地*渭北革命

根据地交通联络站故址*康庄战斗烈士陵

园等

铜川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旧址*薛家寨革命旧

址*陈家坡会议旧址等

陕南

汉中

川陕革命根据地*汉中市洋县华阳红二十五

军司令部旧址*西乡县红二十九军军部旧址

及红四方面军总后医院旧址等

安康

汉滨区牛蹄岭战役遗址*红军及鄂豫陕部队

重要活动地旧址*陕南游击纵队驻防地旧

址等

商洛
商南县前坡岭战斗遗址*丹凤县革命烈士陵

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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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政府对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各项政策的

大力支持

由于陕西省红色旅游资源具有点多线长的区域

特点&通过资源整合方式&以点带面*以线串点的方

式&逐渐形成以延安市为核心地带&带动关中地区*

陕南地区的区域和谐发展&以此达到复合型线网模

式的发展格局&最终建设成为一流的红色旅游目的

地(根据-陕西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在全国

范围内的红色旅游大热潮背景下&陕西省依托其优

势资源和独特地位&不断加强资源整合&逐步发展精

品旅游产品&并宏观布局红色研学旅游方向&增加红

色研学旅游的各项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对红色旅游

产品和项目的投资规模和力度&以达到推动红色旅

游健康*可持续*快速发展(

%@

红色研学旅游市场需要旺盛

红色研学旅游是一项专题旅游活动&其发展应

遵循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红色研学旅游以国内青

少年学生阶层为市场主体(陕西作为教育大省&根

据
!"#C

年陕西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省有普

通高等学校
$%

所*成人高等学校
#&

所(普通高校

中本科院校
&&

所&高职$专科%院校
%A

所(全省有

培养研究生单位
H$

个$其中高等学校
!C

个*研究生

培养单位
!!

个%&

!"#C

年全省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

达到
#G#&%"G

人!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
C#A

所&招

生
%H!#AC

人&在校学生
#"#ACA%

人(中等职业教育

共有学校
!H&

所&招生
$A%A%

人&在校生
!G!#%G

人(

全省共有初级中学
#G!#

所&招生
%&G"A!

人&在校生

#"H$G&H

人(小学
&&"C

所&(招生
HA"&#%

人&在校

生
!&!%"A&

人(

!"#C

年全省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

校$机构%

H&#G

所&在校学生达
#&&%GHC

人(其中'

民办普通小学
!!"

所&在校生
#A#&!G

人!民办普通

中学
#CG

所&在校生
!"%"AG

人$其中'初中在校

#!GA!&

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

所&在校生
G###"

人!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A

所&研究生在校生
#HA

人*

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AG"

人!独立学院
#!

所&在校

生
CH$&A

人等($数据来源于陕西省教育厅
!"#C

年

陕西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校学生规模庞

大&加之红色旅游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和

传承红色文化的生动课堂&各大院校和中小学的重

视及普及&使红色研学旅游具有很强烈的客源市场

需求(

H@

旅游业发展基础良好!配套旅游服务设施

齐全

陕西省东向晋豫鄂*西接陇宁*北联内蒙*南通

川渝&邻省及周边区域都拥有独特的人文地理旅游

资源和红色资源&区位优势明显&地理位置优越(陕

西自身也作为我国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和民族发祥

地&是中国革命*中国地理*中华文明的精神宝库&区

域内旅游资源具有多样化和独特性特点(陕西省是

全国旅游发展较早的城市之一&具有较好的发展基

础和经验&在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评选中&西安*咸

阳*宝鸡*延安*韩城和汉中这
G

个城市入选&以西安

为中心辐射开来的旅游路线构成了陕西旅游的主

体(陕西旅游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具备

了相对完善的"食住行游购娱#基础设施建设&这也

为开展红色研学旅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陕西发展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存在的问题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鼓励之下&红色研学旅游目

前发展势头迅猛&但是陕西省在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红色

研学旅游的发展(

#@

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市场主体复杂'标准体系

尚未形成

虽然国家层面提出发展研学旅游和红色旅游&

并且推出了多项政策来支持和推广&但是目前还并

没有专门的红色研学旅游发展的具体方法和政策措

施&红色研学市场还处于相对混乱*缺乏有效监管的

状态(缺乏统一的标准评价体系*市场主体不明确*

除个别院校以外&相关旅游企业*旅游中介机构*教

育机构等参与其中&市场行为较为混乱(各个红色

旅游区域之间没有有效的整合开发&未有效结合当

地的区域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各区域内的旅游资

源&尚未形成周边辐射效应&一定程度损害了其旅游

吸引力和经济效益(由此可见&陕西省的红色研学

旅游还处于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

网络体系和规模效应(

!@

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缺乏设计!开发深度和广

度不够!种类单一!体验性项目缺乏

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核心吸引物多是革命战争

时期遗留的一些战场*故旧址和文物&由于当时的艰

苦环境&所遗存都较为简陋&对游客而言有吸引力的

内容较少&与其他旅游形式比较存在差距&另外&红

色旅游多以观光产品为主题&缺乏体验元素&缺乏深

度参与性项目(

%@

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偏离目标市场

主体的需求!安全'交通等问题凸显

最初的红色研学旅游产品主要针对的都是青年

党员干部&产品在开发的过程中比较注重"党性#教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育&党史党情教育&还青少年或者说大中专学生群体

的研学旅游目的还有较大的差异!而一些教育机构

和旅行社等中介机构的研学产品往往重游轻学&甚

至只游不学&多数都是带着学生去进行名校参观*各

种职业体验或者是各地风俗民情的体验参与&对于

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教育体现不足(再者&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防御

的隐蔽性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要求&大多数

红色研学旅游资源都处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经

济落后&交通不便&青少年在进行红色研学旅游的时

候也存在安全*交通等各方面问题(

三"提升陕西省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吸引

力的策略探讨

#@

深挖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旅游之魂&大多数游客出游的动机不仅

仅只是参观*欣赏风景&体验目的地资源的独特文化

才是游客的最终目的(红色文化可以说是红色旅游

资源的内核&因此&如何挖掘红色资源的文化内涵&

提高目的地红色文化的品味&是提升目的地红色旅

游资源吸引力的关键(可见&看文物*观旧址的单调

被动的游览方式已逐渐无法适应当今旅游者的需

求(因此要想提升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我们

首先应该抓住红色旅游的精髓&挖掘红色旅游资源

的文化内涵&增强其文化感染力&创新文化表现形

式&让游客体验到震撼&得到精神领悟(

!@

整合红色旅游目的地各类旅游资源

红色旅游想要有较强的吸引力&单单靠红色旅

游资源一枝独秀是远远的不够的&单一的旅游资源

无法形成对旅游者的持久吸引力&这就要求红色旅

游地能挖掘当地的旅游资源&将其与红色旅游资源

加以整合&发挥资源的最大吸引力作用&形成具有自

身特色的综合性旅游项目&从而整体上增强红色旅

游地的吸引力(全面挖掘和整理红色旅游和文化资

源&既有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见证物*遗址*

遗物*旧址*故居*以及各类书刊资料等有形物的保

护和开发&也有如人物口述历史*红色故事*红色影

视及其歌曲等无形物的整理和记录(通过加快红色

文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推陈出新&做到红色文化继

承和发展(通过红色旅游消费升级&推动研学旅游

的供需协调发展(通过研学旅游的供需协调发展&

拓宽研学旅游广度和深度(通过拓宽研学旅游广度

和深度&加快推动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通过红色

文化的创新发展&推动区域内全行业的快速协调发

展(做到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将生态绿色发展与红

色发展结合&打破地域限制*行业限制*内外壁垒&创

造出一个具有生态财富和绿色福利的*开放的发展

空间(

%@

提升红色研学旅游内涵!加大红色文化开发

和保护力度

红色旅游资源既包含有形的物质文化&也包含

无形的非物质文化(红色旅游资源是我国爱国主义

教育不可取代的重要载体&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

形成时间长的特点&一旦红色旅游资源破坏&短时间

内很难复原(如何有效加强对红色旅游的保护&主

要从保护*挖掘*提升这三个层面着手&首先&应该是

保护(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文物*遗址遗迹等进

行保护和修缮&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诗词歌舞*

影视歌曲等应进行抢救性收集整理(其次&应该是

挖掘(红色遗产除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包含了很多忽视的红色文化遗产&这些红色文

化遗产可能是当年参加革命老人口述的革命故事&

也可能是口口相传的标语(这些被忽视的红色文化

遗产需要得到重视&开展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再次&

应该是提升(在相对的传统的保护与开发模式下&

应该拓宽思路&将红色旅游的相关载体保存起来&这

些载体既有静态的红色文物&也有动态的歌舞*电影

等形式(动态的红色文化载体也是传播范围较广*

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红色旅游产品(通过对这些旅游

产品的广泛利用&给红色旅游遗产注入新的活力&更

能加深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最后&红色旅

游遗产不是个人或组织的单一保护就能实现的&应

该加强公众的参与力量&形成红色文化遗产的全面

公民保护教育意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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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符合不同年龄段的红色研学旅游产品!

有针对性的提升其吸引力

设计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应该依照不同的消费

目标群体进行设计研发(这些设计者可以由青少年

专家*教育专家*旅游策划专家*红色专家各个行业

的专家组成(

比如&针对小学教育对象&纪念场馆型景区为重

点的旅游产品&应以观光和体验为目的&适度增加互

动游戏环节&并且可以加入观看红色主题动漫和角

色扮演*红色主题电影*学习红色主题歌曲等项目!

以红色民俗文化景区为重点的旅游产品&应以体验

式和趣味型为目的&适度增加如忆苦思甜餐*穿红军

服*村庄旅游*演红剧*学红歌等项目!以红色生态景

区为重点的旅游产品&应以文化浸入和体验环境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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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陈晓艳'陕西省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旅游吸引力提升研究

目的&增加如学好人*做好事*讲红色故事等项目+

H

,

(

针对中学对象&以纪念场馆型景区为重点的旅

游产品&应适当引入多种互联网和科技教育教学模

块&增加互动环节交流*科技模拟体验等项目!以红

色民俗文化景区为重点的旅游产品&应以体验式和

趣味型为目的&鼓励师生详实记录所见所闻&可以开

展如红色知识大赛*排练红色舞台剧等项目!以红色

生态景区为重点的旅游产品&应以文化浸入和体验

环境为目的&鼓励师生开展"红色旅游
e

绿色生态旅

游*红色旅游
e

历史文化旅游*红色旅游
e

民俗文化

旅游#等各种复合型旅游拓展体验项目&也可以引入

红色歌唱比赛*讲红色故事*著名红色话剧表演*主

题篝火晚会等项目+

H

,

(

针对高中教育对象&纪念场馆型景区为重点的

旅游产品&应以研究和学习为目的&采用多种科技手

段&如声电光教学模拟*师生互动交流等项目!以红

色民俗文化景区为重点的旅游产品&应以深度体验

结合所学知识&鼓励开展"红色旅游
e

民俗文化旅

游#*"红色旅游
e

历史文化旅游#等多种复合型旅游

拓展项目&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和旅游的深度体验&

加入体验革命生活*红色知识竞赛*红色文化调研*

整理红色小故事等项目!以红色民俗文化景区为重

点的旅游产品&应以环境体验和研究学习为主&在参

与中加深红色研学的引导作用&加入如红色知识比

赛*民俗生活调研等项目+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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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中专教育对象&纪念场馆型景区为重点

的旅游产品&应以红色文化调研为主&通过观看红色

主题影视*话剧*红色故事等项目&通过与红色研学

导师的引导和深入互动交流&在互动交流中加深红

色故事的时代内涵&整理和提炼红色旅游的主题&丰

富红色文化资源(以红色民俗文化景区为重点的旅

游产品&应以红色民俗研究学习为主&通过红色主题

影视*红色故事*红色话剧*村庄民俗体验活动等项

目加深师生的文化体验(以红色生态景区为重点的

旅游产品&应以环境体验*民俗学习*研究学习为主&

通过加入一些如野外
%D

实景演艺项目&将红色主

题故事以实景演艺的方式融入研究学习中&突出红

色文化精神内涵和民族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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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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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验项目形式!

!

强红色旅游的参与性!

让红色历史%动&起来

随着旅游体验时代的到来&红色旅游者对红色

旅游的期待已不再是单一的观光和教育&更多的是

对体现自身特色又符合现代旅游者的体验需求的产

品表现出强烈兴趣(采用多种多样的演示形式使红

色革命史和革命陈列物"动#起来&增强红色研学旅

游产品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让广大游客能身临其境&

亲历革命战场&重温活的革命史&从研学旅游中了解

革命先辈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所付出的点滴&提升自

身的党性修养(

G@

科技带动发展!联合新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推广

建立以景区为基础&研学活动为主导的一个既

融于景区但又独立运行的红色研学旅游网络平台&

通过网络化平台进行资金*人才*资源*游学者*学

校*服务公司*评估专家*行政部门协调统筹与管理!

可交由第三方研发管理&景区予以积极支持配合&通

过平台共享渠道*控制运营成本*规范服务*品牌宣

传&便于验收&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可借助现代新媒

体&例如抖音*火山小视频等&通过与这些平台签订

协议&拍摄一些年轻人善于接受的创新型的宣传小

视频来对红色研学旅游产品进行宣传&让更多的年

轻人了解和知晓陕西的红色研学旅游产品&进而将

其作为出行的选择之一(

C@

政府的支持和推广是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发展

的最关键因素

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宏观政策

的支持和推广&除此之外&地方教育系统*旅游部门*

交通运输部门*医疗保险等行业与部门的相互协调

和支持也是红色研学旅游产品迅速发展不可或缺的

因素(各个行业或部门搭建与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相

互支持的工作机构或者产业联盟&针对红色研学旅

游产品的各个环节&从政策*医疗*卫生*交通*安全

等各角度*各环节制定相应的制度保障才是红色研

学旅游产品快速*平稳发展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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