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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WOT分析法的永州非遗研学旅行发展研究
沈 晨袁曾 荣

（湖南科技学院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我国研学旅行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发展迅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无形文化遗产，是最古老也是最鲜活的文化历史传

统。在国家大力倡导开展研学旅行的大环境下，永州抓住机遇，利用自身独特的非遗资源优势加强非遗与研学旅行的融合发展，不仅能够

提升永州旅游的竞争力与知名度，同时也为非遗“活”起来开辟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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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文旅游融合的大背景下，国家倡导青少年进行研究性学习，

并提出将研究性学习作为青少年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形式。永州拥
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丰富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永州发
展非遗研学旅行奠定了基础。深入挖掘永州非遗资源，让其与研学
旅行紧密结合起来，对推动永州当地经济发展与促进非遗的传承和
弘扬具有积极意义。

2 永州非遗研学旅行发展现状分析
2.1 非遗研学旅行资源
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厚，种类众多，传播范围广。据统

计，截止 2020年底，永州市共有非遗普查登记项目 2000多个，各级
非遗保护项目 296项，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
戏剧等数 10个类别。目前永州市有 23家机构被授予“第一批永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传习所）”的称号，它们将扛起永州非
遗保护与传承在研学旅行中的大旗，为非遗研学旅行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强劲动力。

2.2 非遗研学旅行市场需求
通过调研分析，永州非遗研学旅行的一级客源市场定位为永州

市内居民；二级客源市场定位为距离永州市较近的衡阳、郴州、桂
林、长沙等周边市区的居民；三级客源市场主要为来自省外、国外的
游客。近年来永州市的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收入呈上升趋势，其市
场地位正在逐渐增强，在稳固发展的同时寻求新兴的旅游形式，试
图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这无疑为永州非遗研
学旅行的发展增加了市场需求。

2.3 非遗研学旅行营销
目前永州市已建立微信旅游服务平台和官方微博（目前有 1万

多个粉丝），并且会实时更新和宣传市内重大活动、节日等，如舜文
化节、瑶文化旅游节、祭柳庆典等，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是存
在宣传内容较少、缺乏新意、宣传手段较单一等问题，长期以来的宣
传效果不够理想。

3 永州非遗研学旅行发展的 SWOT分析
3.1 优势分析
（1）资源丰富而独特。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特别是少

数民族聚居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民族区域特色非常独特。截至
2020年底，根据永州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永州共拥有非遗资源项
目 2000余项，包括传统技艺、音乐、舞蹈、戏剧等 17大类。此外还有
赶鸟节、尝新节、送懒节、洗泥节、瑶族盘王节、舜帝祭典等各具地方
特色的节庆活动。
（2）交通可进入性较强。永州地处湖南、广东、桂林三个省区的

联合地带，其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紧邻桂林、贺州、郴州、衡阳、邵阳。
永州境内有湘桂高铁、洛湛铁路等铁路线，泉南高速、二广高速、厦
蓉高速等高速公路，还有永州机场，直达北京、上海、深圳、长沙等一

线城市，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永州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使
其进入非遗研学基地的可行性更强，将会吸引更多客源。

3.2 劣势分析
（1）宣传力度不够。非遗研学旅行的品牌宣传推广是让更多人

了解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但调研发现，
永州在研学旅行产品开发方面存在特色不突出、普遍大众化、缺乏
个性化等问题，每年的宣传策略和营销手段创新不足，缺乏吸引力。
（2）专业人才较缺乏。非遗研学旅行的从业人员不仅需要较强

的专业技能，对永州非遗资源有强大的知识储备，还要对当地的旅
游状况、交通状况等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较高的要求与不太理想
的收入导致目前永州非遗研学旅行专业人才较缺乏，较难满足目前
的市场需求。

3.3 机会分析
（1）相关政策支持力度大。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范围

内征集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包括非遗研学游、体验游等非遗主
题旅游线路。鼓励支持各地依托国有戏曲艺术院团、民俗博物馆、地
方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设立非遗研学旅行基地等 [1]。2020年 10
月，湖南省政府出台《研学旅游基地评价规范》，其面向青少年群体，
突出基地独特的研学主题，有利于各研学基地之间的交流合作，共
同打造研学精品线路。
（2）市场需求潜力巨大。随着人民的消费水平逐渐提升，家庭的

教育理念也在升级换代。当代青少年的家长大多都是高级知识分
子，对孩子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长教育理念的转变
能积极推动研学旅行的开展，并形成巨大的客源市场。

3.4 威胁分析
（1）同质产品竞争较激烈。在国家政策对研学旅行的积极倡导

下，各地争先恐后地发展非遗研学旅行产品，这为永州非遗研学旅
行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2）监督评估机制不够健全。目前在研学旅行市场上，普遍缺乏

过程监督、效果评价体系和行业规范性标准。多数学校不具备独立
开展研学旅行的条件，所以在实际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时，就会将研
学旅行活动委托给旅行社或其他第三方机构。因政府及学校未提前
对旅行社或其他第三方机构进行效果评估，在研学旅行的过程中，
也缺乏相关的监督保障机制，因此导致研学旅行的实际效果远远不
及预期目标。

4 永州非遗研学旅行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4.1 SO策略
（1）发挥资源优势，打造非遗研学品牌。需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条件整合创新其非遗资源。一是要整合非遗中的传统技艺、传统戏
剧、民族美食和节庆活动等资源，进行品牌创建与推广。二是创新非
遗研学产品，在保证内涵不变的情况下，对其展现形式进行创新，通
过非遗研学加强青少年对非遗研学产品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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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永州位于湘粤桂三省的
交界处，与粤港澳大湾区、广西北部湾、东盟桥头堡接壤，具有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在政策的推动下和大湾区的发展中，永州要发挥
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大湾区市场，牢牢抓紧国家级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这一重大机遇，打造本土非遗研学旅行品牌，
使非遗研学旅行成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市场靓丽的名片。

4.2 ST策略
（1）创新非遗研学产品，提升竞争力。永州人文资源丰富，尤其

是非遗资源独具民族特色。要想提升其竞争力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创
新非遗研学产品，一是每月在非遗博物馆、展览馆免费开设非遗研
讨主题巡回展。二是设计与开发独具地方特色的非遗工艺品。三是
创新非遗研学旅行纪念品，销售限量版非遗特色手办，每个手办都
独一无二。
（2）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共同发展。永州与崀山、衡山、桂林等著

名旅游景点相邻，要与周边景区寻求更加密切的合作，实现客源互
送、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和利益共赢。永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
有独具民族特色的人文资源，与最美丹霞崀山、南岳衡山、桂林山水
的自然资源进行有机结合，不仅能够体验缤纷多彩的非遗，而且还
能放松身心、返璞归真。

4.3 WO策略
（1）加强专业人才引进与培训，提升研学价值。非遗研学旅行对

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严格，所以研学旅行机构在培养研学旅行导师
时应按类别划分研学旅行导师。在规范培养下，研学导师除完成自
己专业领域引导外还要与其他导师互相配合，共同完成非遗研学任
务[2]。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也要加强对研学旅行从业人员的监管力
度，提升他们的从业能力，规范他们的行为。
（2）加大产品开发力度，满足市场需求。将非遗研学旅行与其他

产业进行异业联动，多方位激活市场。积极探索更多非遗研学旅行
的课程，重视实地调研，开发更具时代特色的新兴非遗研学旅行产
品，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4.4 WT策略

（1）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知名度。永州既是展现特色非遗的窗
口，也是保护和传承非遗的基地。在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
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通过网络宣传来推广永州非遗研学基
地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开设永州非遗官方微信、微博、抖音账
号，在官方账号上发布相关视频，并积极回复相关粉丝评论和疑问。
（2）完善监督评估机制，提升认可度。永州当地教育管理部门、

本地学校与旅游企业应加强沟通交流，共同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对非
遗研学的监督和评价。在评价体系中，需要从学生表现等多个角度
进行评定，注重对学生非遗研学过程中的成长、表现和结果进行评
价[3]。过程性评价由非遗研学导师负责，主要关注学生自身遵守纪律
的严肃性、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在活动中学习综合能力的提高
度。

5 结束语
永州在发展非遗研学旅行时，需要围绕本土品牌，打造值得信

赖的非遗研学品牌，利用新媒体将品牌推广出去，提高影响力。永州
在发展非遗研学旅行的过程中，不仅要保护和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
产，更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使非遗研学旅行在永州这片热土上
遍地开花。

参考文献
[1]崔英方.研学旅行发展现状及建议探究[J].江苏商论，2020（03）：
74-76.
[2]戴芸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旅行的优化之路———以屈子文化园
为例[J].文化产业，2020（18）：86-87.
[3]朱琼琳.我国研学旅行的发展对策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9，38（05）：167-170.

作者简介：沈晨（2000-），女，汉族，湖南常德人，湖南科技学院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学生；曾荣（1987-），女，汉族，湖南祁阳人，硕
士研究生，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讲师，研究方
向：旅游市场营销，旅游专业英语。

29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