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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研究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和职责探析，得出体育旅游领队概念提出的背

景包括市场的供需关系失调、人才培养机制亟须完善、人才是行业发展的动力。在剖析山地户外指导员

和导游的基础上，通过对概念、职责与考核标准的分析，提出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并对其职责进行探

析，深化对体育旅游领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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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o study the concept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ports tourism leader,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cept of sports tourism 
leader includes the imbalance of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the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alents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ountain outdoor instructors and tour guid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cepts, responsibilities 
and assessment standards, the concept of sports tourism team leader is proposed, and its respon-
sibilities are analyze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tourism team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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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旅游领队概念的提出 

随着 2016 年 12 月国家旅游局与国家体育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的实施，各地方政府争相鼓励优质体育旅游项目发展，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精品赛事、精品景

区以及精品目的地也正式进入群众视野，如新疆•奇台江布拉克山地户外路线、川西古镇冰雪体育旅游路

线、瑞金红区运动休闲旅游线路、陈家沟太极文化旅游区等。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资源，体育旅

游领队作为体育旅游人才中基数最大的群体，其相关的研究及培养目前还处于模糊的初级阶段，但又亟

须解决，本文从体育旅游领队需求现状、人才培养机制等视角对体育旅游领队进行剖析，其概念提出的

背景主要有以下 3 点： 
1) 市场的供需关系失调。虽然我国体育旅游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1]，但是随着政策红利以及人们消

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体育旅游中来，据国家旅游局预测，我国体育旅游

产业正以 30%~40%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2]。体育旅游相关企业数量也呈井喷式增加，截至 2020 年

12 月名称带有“体育旅游”的企业有 1041 家，具有体育旅游经营范围的企业已超 25 万家[3]。人们参与

体育旅游的方式也由最初单一的“休闲自驾游”、“目的地观光游”、“单一运动游”转变为集食、住、

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有运动参与或者运动观光元素的旅游活动，消费者对体育旅游领队的需求上也

已经由最初“自给自足”的方式开始朝“跟团游”方向发展。在市场膨胀式发展、领队需求几何式增加

的背景下，我国以高校培养为主、市场培养为辅、相关行业来补的体育旅游领队培养方式与当下市场需

求还存在严重的量和质的偏差，其中不乏是对体育旅游领队概念模糊、职责不清所致，体育旅游领队概

念的界定能够助力市场供需关系协调、厘清职业需求、促进行业稳定可持续发展。 
2) 人才培养机制亟须完善 
体育旅游具有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双重属性，对体育旅游领队的需求也偏向于复合型多元化人才，

要求具备体育学科和旅游学科两个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且不仅仅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目前体育

旅游人才分类模糊，人才职业化还处于探索阶段，高校培养为主的人才输出模式还存在师资力量匮乏、

培养体系零散、实践教学不足等诸多问题[4]，进而导致相关专业学生对市场认知度低、就业流失率高、

能力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现状，截至 2020 年，全国仅上海体育学院一所高校开设了体育旅游本硕专业，

其他高校仅有相关研究方向及培养方向，且都尚处于探索阶段，由此可见，体育旅游领队的培养机制还

需完善，其概念的提出以及职责的肃清，能够为高校培养体育旅游专业技术型人才提供更加精准的培养

目标，帮助相关专业学生找准就业发展方向，提高人才出苗率。 
3) 体育旅游领队职业化势在必得 
体育旅游为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型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高技能人才、公共服务人才共五类[5]，最重要、最基础的部分就是工作在与游客接触的第一线的人才质

量，其职业的外化也就是体育旅游领队。根据马斯诺人力资源需要层次理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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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观念的改变，传统户外运动与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既追求体育运动参与和观赏、又要有旅游的舒适

与放松的需求，因此催生了体育旅游，同理，传统户外指导员与导游在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在追求更

高服务上的要求时，其发展关系可见图 1： 
 

 
Figure 1. Sports tourism and talent requirements development table under the need level theory 
图 1. 需要层次理论下体育旅游及人才要求发展表 
 

由图 1 可清晰看出，随着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增加，其对人才要求也会不断提高，当需求增加到峰值

时，社会人才会出现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现象，此时便衍生出更高层次的对人才的需要。结合体育旅

游产业发展，目前有相关行业人才虽然从事体育旅游领队的工作，但是一直处于“行其事、无其名”的

现状，因此当户外指导员与传统旅游导游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时，势必会催生体育旅游领队的出现及职

业化。 

2. 体育旅游领队的研究脉络 

体育旅游中包含“体育”与“旅游”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直观的根据体育旅游现有概念进行关于

其人才定义的探析，是界定体育旅游领队的一种途径。韩丁(2000 年)提出体育旅游人才是具有体育和旅

游复合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的体育旅游高级专门人才[6]。其对体育旅游人才的属性界定为后人研究提

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未对体育旅游人才进行详细分类。霍红，蒲鸿春(2004 年)指出体育旅游服务者必须

要具有一定体育旅游运动实践和指导及保健健身等自然学科类知识[7]。朱小丽(2015 年)在关于体育旅游

导游人才的需求与培养研究中提出体育旅游导游一词，并将其定义为：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及素养去对

游客所进行的一些观赏、参与的体育旅游项目加以指导与服务[8]。其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未充分考虑体育旅游与旅游的归属关系。 
我国研究学者张强，柳伯力(2003)提出：体育旅游是人们以参与和观看体育运动为目的，或以体育为

主要内容的一种旅游活动形式[9]。其参与形式具体表现为：参与型体育旅游(如参与户外徒步、登山、漂

流等、跨区域的体育赛事等)和欣赏型体育旅游(如观看体育赛事、游览参观体育场馆、欣赏体育人文建筑

等)。究其对人才的要求，参与型体育旅游所需与传统户外运动中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较为相似，欣

赏型体育旅游所需与传统旅游中导游人员较为接近，因此对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导游的解读有利

于准确把握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 

2.1. 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研究 

在《国家职业大典》中，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也被称为“户外领队”，是指户外活动的组织者、

领导者以及户外活动计划的实施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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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职责上看：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户外活动中应该保证参与者的安全并且帮助参与者实

现活动目标；促使参与者在户外活动中获得有价值的体验感；在自然环境下的户外活动中应该能够很好

的与参与者保护环境；并且遵守当地的法规法纪。  
从职业考核标准上看：2004 年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明确指出：山地户外运动的从业

者必须通过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认证[11]。同时中国登山协会将山地户外指导员分为初级、中级

两个级别，以 2017 年改革后考核标准为例具体考核指标及学时可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training courses outlines for junior outdoor instructors and intermediate outdoor instructors 
表 1. 初级户外指导员、中级户外指导员培训课程大纲比较表 

内容级别 
初级 中级 

内容 学时 内容 学时 

专业理论部分 

初级户外指导员的职责与能力 1 中级户外指导员的职责与能力 1 

户外运动概况 1 户外运动概况 1 

户外常见风险的防范与处理 2 户外装备基础知识 2 

户外服装与装备 2 技术装备基础知识 2 

地形图与导航技术 2 地形图与导航技术 2 

环境保护 2 食品与营养 1 

单日(非露营)活动的计划与准备 2 团队管理与领导力 11 

户外团队指导与领导力 2 综合实践 2 

专项技能技术操作 

单日(非露营)活动的计划与准备 3 多日活动计划与准备 3 

户外基本行走技能 4 绳索技术及运用 6 

绳索基础技能操作 3 保护站设置与下降技术 9 

地形图判读与导航技术 2 地形图与导航技术 4 

户外安全管理 4 营地的建设与生活管理 3 

  团队管理与领导力 6 

  综合实践 24 

 
从山地户外指导员的概念、职责和职业考核标准可以得出：1) 重实践，户外指导员做为指导户外运

动的一线工作者要具备很强的户外运动技能(实践能力)；2) 重体验，保证参与者在安全的前提下有较好

的户外运动项目体验。3) 属性归类，山地户外指导员进行的工作是体育活动，属于体育人才。通过对山

地户外指导员的分析，为体育旅游领队的类型提供了参考。 

2.2. 导游的研究 

自 1927 年 6 月中国第一家旅行社成立、第一批导游人员产生到 1999 年颁布《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和 2013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正式的实施，历经近百年的发展，我国导游的定义和职

业标准已有较为清晰的阐述： 
导游人员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导游资格证书、受旅行社委派、按照接待计划，从事陪同旅游团(者)

参观、游览等工作的人员。导游人员包括全程陪同导游人员和地方陪同导游人员[12]。导游职责包括旅游

团开始前准备、旅游中的接待以及旅游结束后的总结等工作，涵盖游客的整个旅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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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资格考试标准上看，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是为国家和社会选拔合格导游人才的全国统一的准入

类职业资格考试，考试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目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从事导游职业的基本素养、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其考试大纲及考试目的见表 2： 
 
Table 2. National tour guide examination syllabus 
表 2. 全国导游考试大纲 

科目 大纲 考试目的 

科目一 《政策法律法规》 检查考生对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根本制度、根本任务重大方针政策，旅游

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 

科目二 《导游业务》 
检查考生对导游职业道德规范和素质要求、导游服务规范，以及导游服务相

关知识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检查考生对导游语言技能、带团技能、讲

解技能和应变技能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 

科目三 《全国导游基本知识》 

检查考生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旅游业发展概况，中国历史文化、旅游文

学、古代建筑、古典园林、民族民俗，中国四大宗教，中国饮食文化，中国

风物特产，中国旅游景观，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本 概况以及中国

香港、澳门、台湾和中国主要旅游客源国概况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的程度。 

科目四 《地方导游基础知识》 主要考察考生对本地历史文化、重要景点知识的掌握程度，考察考生对当代

时政、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知识的了解程度。 

科目五 《导游服务能力》 重点考察考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要求。包括：语言表达，仪表、礼仪，

景点讲解，导游规范，应变能力，综合知识，口译。 

 
剖析导游人员的发展历程、定义、职责以及考核标准，可以得出：1) 科学性强，导游人员的素质结

构完善，综合素质高；2) 完整性，导游服务贯穿旅游的整个过程；3) 属性归类，导游是所有旅游活动的

执行者，属于旅游人才。从导游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体育旅游领队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3. 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 

综合分析山地户外指导员、导游的定义、职责及职业考核标准，结合体育旅游的定义，可以清晰地

得出：1) 体育旅游相比于户外运动与旅游，其时间跨度包含了从消费者出行至返程，贯穿整个过程，同

时在需求上更偏向于具有体育元素的吃住行游购娱，如登山时入住带有登山主题的酒店，所以在人才需

求上，要求“领队”能够提供具有体育元素的导游服务及技术指导；2) 如图 2，体育旅游领队要兼具导

游和山地户外指导员的职责，但不是二者简单的相加，而是更为综合性的人才，能够将体育文化很好的

融入到旅行中，如：行程中进行跳伞远动发展史的普及、跳伞运动氛围营造等；3) 在归属上，学术界大

多学者将体育旅游定义为是旅游的一个分支，但对体育旅游领队培养的问题上更倾向于体育院校。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 guide, mountain outdoor instructor, and sports tour leader 
图 2. 导游、山地户外指导员、体育旅游领队三者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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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受体育旅游单位委派、按照接待计划，从事陪同体育

旅游团(者)进行体育旅游参与、观赏、怀旧等工作的人员。 

4. 体育旅游领队的职责 

参考山地户外指导员及导游的职责，然后从体育旅游、户外运动、旅游三者的时间跨度、人才需求

以及参与者对其的需求偏向进行分析，能够更加科学的对体育旅游领队的职责进行探析。详见表 3： 
 
Table 3. Sports tourism & outdoor sports, tourism demand bias, time span, talent demand comparison table 
表 3. 体育旅游&户外运动、旅游的需求偏向、时间跨度、人才需求比较表 

 户外运动 旅游 体育旅游 

需求偏向 运动技术指导、体验、学习 吃住行游购娱 具有体育元素的吃住行游购娱 

时间跨度 特指参与运动时间 贯穿全过程 贯穿全过程 

人才需求 户外运动专业技术强 导游服务 具有体育元素的导游服务及技术能力强 

 
综合分析，体育旅游领队要具备以下几个职责：1) 为参与者提供具有体育元素的吃、住、行、游、

购、娱等基础服务，如推荐品尝山地摩托车文创美食甜品、入住具有独木舟元素的民宿、体验滑雪场地

附带的冰雪项目等；2) 为参与者提供体育旅游项目体验、参观、讲解、教学、示范的服务，根据所带领

的体育旅游类型不同各有侧重，如参与型体育旅游多进行体验教学，观赏型体育旅游则侧重讲解辅助参

与者观赛；3) 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基础的紧急救援能力，无论何种形式的体育旅游活动，安全是首要

前提；4) 通过个人魅力影响消费者更加热爱体育运动，营造体育旅游氛围的引领者。 

5. 结论 

体育旅游领队作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人才，其研究与培养除了要参考相关领域外，更需要立

足于市场需求，将“高校为主、市场为辅、相关行业来补”的模式完美结合。对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界

定与职责探析，更加清晰地确定了体育旅游人才的分类，为高校培养找准人才培养目标助力；有利于高

校学生合理进行职业规划；减少专业人才流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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