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开发的文化学研究 

文/郭科伟 

 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即通过适当的方式将资源中包含的符合
满足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无形文化内涵用具体的物化产品或服务表现出来。在由内涵向外显的外化
过程中，首先是对文化内涵的选择。在西部地区，户外运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和表演等体育
休闲旅游资源蕴含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同时，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由于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由
于其与当地宗教、民俗等文化的千丝万缕联系，使其文化内涵又具有复杂性。并表现在物质、行
为、精神3个不同的层面。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它本身是一种特殊民族文化的展示，其
项目的表现形式，包括隐含于内的民族性和显形于外的身体运动，无不包含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
传统习俗、舞蹈艺术、神话传说、伦理道德、民族情感等多重含义。通过开展体育休闲旅游活动，
各民族将寻到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捷径，并使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化得以实现。因此在文化内涵的选
择上，就是在某种资源所包容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属性中，确立其中所要刻意表现的
部分内容。当然，这种选择建立在当前社会的价值取向、审美偏好和资源开发者的价值判断上。 

 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开发的关键在于
确定开发的文化主题。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对游客产生强大的吸引力，然而在
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不能照搬东部的旅游模式，不能仅局限于高档体育基础设施的修建和民族体育活
动的包装上。体育的本质在于身体运动，使人在运动中得到体质的增强和身心的健康，追求超越自
我的体验；旅游的本质在于在休闲游乐中体验异地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以达到身心的愉悦。因
此，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牢牢把握体育与旅游活动的本质相结合，在资源开发中始终体现
满足人们追求身心健康和精神体验的需求。 

 在西部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中应充分发挥西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
千奇百怪的地形地貌等优势，围绕“生态、自然、健身”这一主题，以生态学原理来指导整个资源
开发的全过程，在休闲体育中营造健身、环保、贴近大自然的环境，从而满足人们探险求异、陶冶
情操、强身健体等精神文化需求。西部民族体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充分挖掘其深层次的东
西——渗透哲学、历史、伦理、民族审美意识、行为准测和价值取向。因此，西部民族体育文化旅
游资源的开发应注重体现“健体养生、民俗风情”这一主题，以此推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 

 4 我国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开发的思维取向 
 首先，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开发应追求观念的转变和进步。但当前人们对西部体育休闲旅

游资源在满足现代人身心健康和精神文化需求的独特优势和潜力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体育休闲旅游
资源开发迟缓，利用程度低。在景区规划中要么忽视体育休闲类项目的规划与布局，要么重复建
设，对市场缺乏吸引力；其次，对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现状不清楚，也进一部限制了西部体育
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由于对西部的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缺乏全面系统的普查和评价，对整个西部体
育休闲旅游资源的数量、种类、范围、开发价值、市场前景等都还没有一个科学全面的统计和分
析，因而不利于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也不能为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提
供准确有力的依据。资源观念上的落后，使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长期被忽视。 

 第二，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追求可持续发展。在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开发中，必须突出
地域特色，挖掘文化内涵。参与体育休闲旅游的游客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对他们来说，体育
休闲旅游的魅力在于显著的地域差异、民族文化以及现代精神体验与追求。缺少文化内涵的体育休
闲旅游产品就没有了灵魂，就失去生命力。因此，在西部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要注意继承和
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在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中注重现代人类身心健康和体验的渴求。同时。在资源开
发中高度重视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保护，重视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保护，追求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加快思维创新，提高产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创造性思维在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
开发中十分重要。西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能简单重复东部的模式，要努力创新走西部特色
之路。首先，体育休闲旅游资源文化内涵需要开发设计者的创造性劳动。如宁夏著名的镇北堡西部
影视城的开发过程就是这种创新意识的体现。它当初的开发口号就是“开发荒凉”，在荒凉贫穷的
戈壁滩边的一个遗弃的边关要塞上建起了享誉国内外的集影视、观光、运动休闲于一体的西部影
城，这种创新意识带来了一条“出卖荒凉”的宁夏旅游业新思路。其次，西部体育休闲旅游产品的
包装和宣传，都要依赖设计者的想象、灵感等创新思维。如深圳的“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
村”，无锡的“三国城”、“水浒城”等主题旅游公园的走俏，创意起了决定性作用(作者单位：

 



河南中医学院体育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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