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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亲子游作为旅游与教育有效融合的重要途径，不仅是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拓展育人教育

的有效方法。立足家庭亲子游的内涵特质与模式类型，着眼健全人格的社会教育理念，探究家庭亲子游

行为模式价值取向与引导机制，对规范亲子旅游市场行为、引导家庭亲子旅游健康发展、促进“教育 + 
旅游”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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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ourism and education, family parent-child travel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ourism market, but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expand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nnotative traits and pattern type of family parent-child tourism, focusing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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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ducation concept of sound personality, explor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guiding me-
chanism of family parent-child tourism behavior model, it is helpful to standardize parent-child 
tourism market behavior, gui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amily parent-child tourism, and pro-
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 tourism”.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
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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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携程网对国内近四千个家庭进行实地调查的报告显示，40%家庭表示亲子游人均花费在 3000 元以

上，约 80%家庭认为亲子游是家庭必备项目，将定期组织家庭成员参加旅行活动。另据中国旅游研究院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家庭亲子游在线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提升，如图 1 所示，显示了我国家庭亲子游市场

消费的巨大潜力。可以预见，随着“二孩”政策落地，同时带两个及以上小孩的亲子游家庭构成比例不

断攀升，家庭亲子游将成为整个旅游市场的重要子市场[1]。 
 

 
Figure 1. 2014~2020 my country’s online transaction volume of parent-child travel (unit: billion) 
图 1. 2014~2020 我国亲子游在线交易额(单位：亿) 

 
关于家庭亲子游，国内学者胡巍琦(2018)围绕家庭亲子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了探究[2]；屈小爽(2018)

对家庭旅游互动行为与体验价值进行研究[3]；奚万松(2021)具体分析了家庭出游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4]；而国外学者则致力于决策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Snepenger 认为丈夫和妻子共同主导决定出游目的地

[5]，Kuo-Ching Wang 则提出团队联合决策论[6]，Swarbrook J. & Horner S.却认为孩子才是家庭亲子游的

核心影响因素，孩子对于家庭出游产生的影响大于其他因素[7]。对文献进行梳理发现，虽然国内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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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但研究得出结论具有一致性，例如家庭旅游的决策类型、影响因素、孩子在家

庭旅游中起到的核心作用等。 
尽管亲子旅游市场发展迅猛，但学界对家庭亲子游的研究相对匮乏，急需理论成果支撑蓬勃发展的

市场需求。基于此，论文从家庭亲子游的行为模式着手，一方面科学认识亲子游快速增长的客观事实，

另一方面研究市场发展内驱力影响因素，深化家庭旅游价值取向研究[8]，从而提出对规范亲子旅游市场

行为、引导家庭亲子旅游健康发展的导向机制，以期为家庭亲子旅游的项目规划与开发、产品设计与营

销提供有益借鉴。 

2. 家庭亲子游行为模式的内涵与类型  

(一) 家庭亲子游模式的内涵分析 
家庭亲子游是以血缘关系为联结，家长陪伴孩子一起参与，有意识地施加教育影响，旨在建立良好

的亲子互动关系的旅行活动[9]。与传统旅游形式相比，家庭亲子游在价值取向上，81%旅游者选择放松、

感受大自然；75%认为亲子关系需求也有所提升；同时基于能力培养、认知发展的目的也得到普遍认可，

这是亲子游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二是旅游者行为模式，是人们在旅行过程中活动内容、活动方式的特

点以及有规律的行为结构，是旅游者行为特点和逻辑思维的外在表现。对此，吴必虎(2000)曾将旅游者行

为空间模式界定为点固定、点发散、直线串点、环状含 O 串点、环状非 O 串点五种模式(其中 O = 客源

发生地 Origin，点为旅行节点，线为旅行路径)。 
由此可见，家庭亲子游的行为模式是家庭旅游者基于想给孩子更多开拓视野学习机会的需求[10]，带

领孩子一起进行的具有教育性、寓教于乐的旅行互动行为，在外界环境和自身价值取向共同作用下，呈

现出的诸如出游频率、目的地选择喜好、旅行消费特征、亲子行为等旅游决策及实施行为的规律。 
(二) 家庭亲子游行为模式的类型 
从宏观区域空间的角度看，家庭亲子游的行为模式是家庭旅游者旅行活动的地点、范围分布的习惯

性行为特征，具体包括五种类型。 
一是亲子乡土文化游模式。该模式主要以增强亲子劳动体验传承劳作精神为核心，通过家庭亲子活

动，可以让孩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领略多彩乡土气息，体验乡村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模式的基本

动因源于当今城市建设面貌与城市文化的趋同，因此，原汁原味、独一无二的乡土文化凸显了自身优势

[11]，不仅能博得大众眼球，成为家庭亲子游的网红打卡圣地。同时，生机勃勃的亲子乡土文化游模式对

于传承乡土文化精神，存续和弘扬优秀文化基因意义深远。徐爱君(2014)也认为每个地方都有其浓厚的地

域文化[12]，围绕各地乡土文化开展的实践活动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综合素质。 
二是亲子革命胜地游模式。革命胜地作为红色旅游资源，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基石，是爱国主义教育

的摇篮，老一辈革命者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孕育出艰苦、朴素、奋斗的红色精神，这种亲子游模式蕴

含着父母的美好期愿，通过陪伴孩子参与红色教育实践活动，聆听革命故事、体验军旅生活、感受特定

时期艰苦条件，近距离接受伟大革命精神的洗礼，从而塑造孩子勇于挑战的品质，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责

任与担当，建立使命感，且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三是亲子自然风光游模式。亲子自然风光游模式的存续与发展，说明人类亲近自然的欲望从来都不

曾泯灭，探索自然的激情从来都不曾衰减，并且在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同时，接受来自大自然的教育，

领受自然法则。一是拓宽眼界陶冶情操，感知自然的险、奇、俊、秀，遵循万物自由生长变化的客观规

律；二是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从而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敬畏生命和自然，学会共处法则，健全人格尊

重生命和他人[13]。 
四是亲子历史文化教育游模式。博物馆、历史遗迹及纪念地是展示、传播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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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是民族信仰之魂，通过参观博物馆、历史遗迹等旅游活动，让孩子从小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特

别是通过特色展馆的布局陈设、各类展品摆放呈现、空间环境映衬，共同对亲子旅游者施加有声或无声

的教育影响，一方面使旅游者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另一方面使旅游者以史为鉴、增强其认

同感与责任感，对于培养家国情怀激发民族自豪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是亲子科技及主题公园游模式。科技与主题公园作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吸引物，备受家庭旅游者欢

迎，蔡骁(2014)认为“学习的时候要认真，玩耍的时候要尽情”[14]，因此，科技和主题公园多样的吸引

物，成为家庭亲子快乐游行为模式的基本特征。该模式形成的本质在于促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新奇刺

激的科技体现、主题游乐项目等活动，往往能够成为点燃孩子快乐心情的导火索，热情一旦被激发，对

于构建和谐亲子关系，增进以科技知识为纽带的家庭互动行为，意义重大。 
上述家庭亲子游行为的五种模式类型，其行为特征、目的，各有不同，其差异性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the types of behavioral patterns of family parent-child trips 
表 1. 家庭亲子游行为模式类型的差异比较 

模式类型 行为特征 目的 

亲子乡土文化游模式 以特色古镇、趣味乡村、少数民族村落、民俗

风情小镇等地为目的地的亲子游活动。 
领略多彩乡土文化，体验特色礼俗传统，

增强劳动体验，传承劳作精神。 

亲子革命胜地游模式 
以江西井冈山、贵州遵义、陕西延安、河北西

柏坡以及两万五千里长征线路等革命胜地为

目的地的亲子游活动。 

延续艰苦、朴素、奋斗革命精神，增强

爱国主义教育，培养责任与担当，建立

使命感。 

亲子自然风光游模式 以山、水、林、田、湿、草、海等自然景观为

目的地的亲子游活动。 
亲近自然，热爱生命，掌握共处法则，

健全人格，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和他人。 

亲子历史文化教育游

模式 

以博物馆、纪念馆、历史古迹为目的地的亲子

游活动，如甲骨文出土地、广汉三星堆、陕西

兵马俑、山东孔庙、敦煌莫高窟。 

学习历史，以史为鉴，培养家国情怀激

发民族自豪感。 

亲子科技及主题公园

游模式 
以科技展览馆、方特、迪士尼等地为目的地的

亲子游活动。 
培养积极乐观心态，构建和谐亲子关系，

促进身心健康成长。 

 
透过以上模式类型的差异，可以看出家庭亲子游的多样性需求取向，但纵观家庭亲子游行为模式蕴

含的价值取向，多类型的需求，也折射出了家庭亲子游的相同之处，一是家庭游行为模式的核心是孩子。

即孩子的身心发展对家庭游行为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二是亲子游行为模式初衷是放松身心，提高素养，

健全人格；三是对亲子游行为模式升华后最终目的为构建和谐亲子关系，形成以“构建爱，传递爱”为

最高表征的行为评价标准。 

3. 家庭亲子游的价值取向与引导机制 

(一) 家庭亲子游模式的价值取向 
首先，家庭亲子游体现了家庭成员以身心健康为动机的户外互动方式。邱扶东(1996)首次提出身心健

康动机是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动机之一；郭鲁芳[15] (2005)认为人们往往在生活、学习的压力下，导致身

心进入受损的第三状态，旅游可以成为调整身心健康的有效载体，同理家庭旅游可以成为促进孩子身心

发展的有力抓手；许梅芳[16] (2013)提出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意义重大，在旅行过程中实施家庭教育是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三大方法之一；徐琴[17] (2015)提出孩子的自身特性决定了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

展要从当下开始，同时指出旅行过程中接触到的良好的礼仪影响有助于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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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家庭亲子游揭示了以健全人格、提高素养为核心的育人本质。孙莉兰[18] (2011)论旅游对学生

发展产生影响研究中，提出家庭旅游活动是以放松的心态、自然的环境为温室，促成情感教育影响慢慢

发酵，达成人格升华的目标。李振福[19] (2018)从哲学角度提出旅游一方面可以保持身心健康，积极向上，

另一方面则能够塑造健全旅游者的人格；马静[20] (2019)对研学旅游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研究，发现研学旅

游相比常规的课堂授课能增强家庭成员社会责任感，同时提高孩子的综合素养与健全的人格，家庭旅游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研学旅行的一种，通过探索与体验，往往能够促进孩子思维能力发展、社会交往能

力发展、解决适应能力发展，增强自主独立性，起到健全人格的目的。 
再次，家庭亲子游升华了以“爱”为目的的实践标准。家庭亲子游行为有助于营造家庭和谐氛围[21]，

黄佳贤认为陪伴是父母爱孩子的最佳表达方式，对孩子来说父母能陪伴一起出游，更是父母所给予的奢

侈的爱；布依艾加尔·西依提(2015)则认为家庭教育的灵魂是“爱”[22]，家庭游行为模式下父母言行所

展现的关心呵护，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也能够让孩子在有益的体验环境中实现成长，培养爱

能发展，拥有爱人、爱社会和爱自然的崇高品质。 
(二) 家庭亲子游健康发展的引导机制 
一是将价值观融入家庭亲子游产品设计。从行为者自身需求出发，产品设计融入亲子游价值取向思

考，经营者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利用多种资源，如独具一帜的自然资源、历史考究的名胜古迹、精彩纷呈

的民间节庆活动、层出不穷的英哲先辈……有意识地沉淀文化内涵、突出教育元素、融入研学课程思考，

创建以孩子为特定群体的专门性活动，增设挑战性项目，增强亲子互动体验，使得产品设计能够激发参

与者自主性创造[23]。 
二是制定合理家庭亲子游旅游线路。遵循家庭亲子游旅游者身心发展特征，制定安全、合理、规范

的旅游线路。大多数以家庭为单位的旅游者将旅行安全放到首位；而在安全基础上，经营者应充分考虑

未成年人身体特点，合理安排“行–休–行”线路，并在线路合理规划基础上融入互动项目以及知识素

养教育。一方面避免枯燥且不必要的重复线路过度消耗旅游者体能，另一方面以旅游线路节点活动的安

排，融入多种感官的教育因素。  
三是净化家庭亲子游出游环境。教育学外铄论观点认为孩子是一张白纸，外界的影响对其身心健康

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谭国深则表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希望多部门联动做好青少年教育工作[24]，而

家庭亲子游作为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共同体，需要从基本行为规范、生态环保理念倡导、公共秩序遵

守和维护、使用文明用语、构建文明家庭、践行文明出游等几个方面,引导和促进旅游行为文明化，提高

旅游者整体素养，规避不文明现象对孩子造成的负向影响，从而净化家庭亲子游出游环境，助力青少年

从小树立文明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遵守社会公德，同时提升个人品德和素养。 
四是强化家庭亲子游市场的监管与服务。政府职能部门牵头，企业配合加大亲子游市场监管力度，

整治不文明乱象，为支持家庭游蓬勃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及政策，

使得市场规范从根本上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加强经营者培训教育工作，提高经营者合法

文明经营意识，从根本上促进旅游服务文明、交通文明、消费透明[25]。同时建立健全家庭亲子游基础设

施，建立健全市场分层监管制度，省、市、县积极开展亲子游市场调查，探索推进家庭亲子游试点创建

工作，开展省级亲子游专项活动，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4. 结论 

家庭亲子游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延伸，在未成年人成长教育的体系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因此，面对当前乃至未来家庭亲子游市场行为模式的规模化、多样化的增长趋势，充分认清家

庭亲子游的育人本质与价值取向，更好地服务于亲子游的多种需求，对规范亲子旅游市场行为，引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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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亲子旅游健康发展，促进文化教育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同时，对提高家庭

亲子游教育的社会角色，树立健全人格的育人理念，更具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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