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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文化振兴也成为强烈的发展诉求，而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是推动文化振兴的

强劲动力，文旅融合是实现非遗文化传承保护的有效路径。针对这一融合路径从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三个层面进行剖析，深入挖掘核心内涵，突显价值定位。在破解融合发展问题时要牢牢抓住研

学本质、培养人才、增强独特性、重视宣传，多方共同作用下促使非遗文化和研学旅行的融合得到良性

发展，最终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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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has also become 
a strong development appeal.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iming at this integration path, it analyze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cultural value, social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digs deep into the core 
connotation, and highlights the value positioning. Whe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tegrated devel-
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irmly grasp the essence of research, cultivate talents, enhance unique-
ness, and pay attention to publicity.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and research travel has a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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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

供精神指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深入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大部署，对于“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明确指出要加强农耕文

化传承保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瑰宝，凝聚着独特的精神力量，发挥着为乡村建设塑形铸魂的作用。2021 年 4 月文化与旅游部《“十四

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坚持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不断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推出

一批具有鲜明非遗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品。要充分发挥非遗文化在传承中华文化、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让非遗文化保护成果为人民所享，为人民所用。2021 年 8 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将非遗文化保护传承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以及国

民教育体系中，要积极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培训中，广泛开展社会实践、研

学活动。 
鉴于非遗“活态性”的本质特征，生产性保护、活态化传承成为当前非遗保护的主流思想[1]。在政

策支持和鼓励下，非遗旅行是一种有效的活态传承方式，通过合理的旅游开发保护非遗的活态性[2]，推

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刺激旅游消费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这也是守正创新，尊重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基本内涵，弘扬其当代价值。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积淀才造就了独特的非遗文化，然而继承与发

展的缺乏，导致众多非遗被遗忘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地淡出大众视线，有些甚至濒临失传[3]。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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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质的提升，对精神层面及教育方面有了更高的需求，从而

这种发展态势有了新的转折，人们在关注物质生产的同时，更多的是追求文化内核和精神文化价值[4]。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学旅行教育广泛进入大众视野，学术界关于两类研究也逐渐趋多，

但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非遗研学旅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更多是对非遗文化和研学旅行剥离开来的研究较

多： 
在非遗文化研究方面，苏小燕以教育为切入点，深入研究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指出非遗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将拓展国民教育的领域，是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5]。王红英认为乡村振兴与

传承保护非遗文化相辅相成，其多元价值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具有独特的政治

价值和经济价值[6]。两者均认为要将文化遗产放置于时代环境中，紧密贴合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研学旅行研究方面，余吕明认为研学旅行是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学校应当从多方面考量并整合资源

加强运行保障机制建设，形成新时期研学旅行的发展思路与方案[7]。岳平认为提升研学旅行的实效性，

要利用好本土资源，精选和制定研学方案，多策并举[8]。 
总的来说，大部分研究都分别围绕非遗文化活态传承以及研学旅行实效发展两条主线，从中提出其

发展策略、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对后续相关研究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能。以乡村振兴视域

下，探究非遗文化与研学旅行融合发展的研究，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的扩展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3. 乡村振兴视域下非遗文化与研学旅行耦合的价值意蕴 

3.1. 文化价值：树立文化自信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非遗文化更是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充溢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展现出独有的文化魅力。在延续历史的文脉，坚定文化之自信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方面都有着重要

作用。 
近年来，公众对非遗文化的关注使非遗文化在保护传承方面呈现出崛起态势，而大众文化审美不断

提高，对美好生活的有更高的期待和向往，在充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挖掘非遗资源，释

放非遗文化潜力，对涵养乡风、充实人民精神生活有重要作用，更加突出了非遗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文化功能价值。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一方面通过非遗文化与研学旅行耦合发

展，以研学旅行为载体，公众能够接触真实的非遗生态环境，获得生动直观、全面系统的认识，改变了

非遗文化关注力弱、没有传播载体支撑的现状，让非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另一方面非遗文化为研学核

心内容，丰富研学旅行内容层次，使活动形式多元化，拉近非遗与公众的距离。借助有趣的课程设置，

使非遗文化重新焕发光彩，充分利用好传统戏曲、民间美术等非遗资源，既增进对非遗的了解，深化文

化认同和文化理解，培养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能够提升民

族自信心，增进民族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乡村是涵养中国农耕文化的沃土，非遗来自于这片沃土，深

入挖掘非遗文化资源所蕴载的文化价值内涵，在保留原始风貌和生态肌理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建设结合，更好地促进当代人的社会价值观念重构和情感认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文化

力量[9]。 

3.2. 经济价值：形成消费驱动力 

非遗文化的经济价值源于两类文化产品和服务——非遗核心技艺产品(和服务)和非遗衍生产品(和服

务) [10]。“非遗 + 研学”模式在利用与旅游产业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中，通过两者耦合发展确保实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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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遗文化保护更加高效化和精准化，研学旅行将非遗核心技艺产品(和服务)以更加生动的体验方式传播

给学生，构建了非遗文化良好的体验场景，并以研学旅游独有的教育传递性，满足人们对富有个性化、

深度化、特色化的文化产品的新要求，进一步扩大潜在目标消费市场。非遗衍生产品(和服务)相较于前者

保留较少文化价值而更多具有经济价值，在与研学旅行耦合发展中，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都会发生

改变从而使研学旅行行业产生变革和延伸，在市场驱动下，原有产业会继续向下深化发展形成新的产业

链，市场竞争力提高[11]，比如利用非遗文化打造创意文创产品、利用研学旅行教学意义开展非遗文化与

研学发展论坛，从而在多方面扩大非遗研学影响力度。其中非遗文创产品日益成为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和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拓展了非遗文化的消费场景，借助非遗文化内涵创作出高质量文创产品，结合历

史内涵与时代审美，达到实用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满足人们高品质、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增强消费

内驱力。非遗文化为研学产业特色化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发展新颖的模式、独特文化内核以及富有创意

的文创产业链，三方共同作用下，带动研学旅行发展，内容可塑性增强，形成良性消费驱动力使更多的

人愿意投入到这之中。 

3.3. 社会价值：塑造示范标杆 

研学旅行保护和传播了非遗文化的价值内涵。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突飞猛进，

许多非遗文化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文化内涵[12]。而伴随研学热的兴起，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有了新载

体。一方面将非遗文化通过商业化开发，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时提升其经济效益，并拓宽了

非遗文化参与保护主体，提升了自身造血功能，形成多元利益共同体，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13]。另一

方面研学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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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的

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形成。研学旅行恢复了非遗文化的表现形式，发挥立德育人的作用，创新其在当下社

会中的价值内涵，使非遗文化更具有生命活力彰显时代价值，也能够避免在商业化开发中对非遗文化过

度开发而造成的破坏，对其他地区非遗文化与研学旅行的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非遗热度的上

升，吸引更多从业者的加入，不仅能发挥民间艺人活态传承的主观能动性也为传承人扩大人才储备队伍，

推动非遗学科专业建设。新一代传承人为非遗增添新的发展动力，他们以更贴近现代生活的方式，传播

非遗文化，传承人进一步深入和参与学校和企业的发展中，提升创新创造活力和传承发展能力。 

4. 乡村振兴视域下非遗文化与研学旅行融合发展的困境 

4.1. 重游轻学背离研学旅行本质 

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曾提到，要避免“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的现象。但

在实际研学旅行的策划中，大部分学校只是将研学旅行当做普通的春秋游活动，更多的是围绕着参观景

点、合影留念等活动项目来安排，把研学当成了简单的一场“活动”，忽略了“课程”这一实质[14]。当

前学校、教师甚至是学生等对研学旅行认识都比较片面，对研学旅行的认识不明确。研学旅行与普通旅

行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教学意义，强调学习与旅游的有机结合。而学校主体缺乏对研学旅行教育价

值的准确认识，对于研学旅行目标、主题等缺乏深入研究与思考，背离研学旅行本质的问题时有发生，

将研学旅行陷入到“重游轻学”、“游大于学”甚至“只游不学”的怪圈[15]。因此模糊的研学目标以及

主题等，就容易导致学生无法明确研学目的和意义，进而导致学生在旅行过程放任自我、缺乏自律意识

和学习意识，研学旅行的教育意义大大降低，学生的获得感也大大减少。 

4.2. 专业人才匮乏削弱研学效果 

研学旅行 + 非遗文化是一场复合型旅行，需要大量相关的专业人才，其对研学旅行前期准备、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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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课程实施等环节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研学导师在研学旅行中需求最大、要求最高的专业人才。

研学导师不仅要掌握研学活动相关知识，还需掌握非遗文化的有关知识，将非遗文化知识融入到研学旅

行过程中，做到研学与非遗文化的融会贯通。但实际情况是乡村相关从业人员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

都难以满足目前以及未来市场需求[16]。一方面，研学导师作为近几年才兴起的职业，并未被大众所熟知，

加之有些地方对于研学导师这一职业并不了解，缺少培养，导致目前的研学导师队伍数量有限。另一方

面，研学旅行 + 非遗文化同时要求研学导师也要掌握非遗的相关知识，将非遗文化与研学旅行活动进行

结合，开发出专业化、个性化、多样化的研学旅行产品。但是由于目前相关乡村从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

缺乏对非遗文化知识的掌握，专业性不强，难以开发规划出专业的研学活动，这就大大地削弱了研学活

动的效果。 

4.3. 非遗研学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同质化现象是指各地在非遗研学产品的开发、发展过程中，由于对当地非遗文化的了解程度不够，

只是进行简单的复制，未能挖掘与提炼深层次的非遗文化内涵，忽略对个性特色的打造而出现的非遗研

学产品相似度高，甚至相同的现象[17]。尤其是在非遗研学旅行的形式上，仍旧是以参观非遗文化产品制

作流程、欣赏非遗文化的制作工艺品等观光游览为主，研学活动单一乏味、缺乏创新思维。这样的研学

不仅形式单调，对学生或受众群体来说也并没有实际的收获，还会造成游客的审美疲劳，无法满足市场

个性化需求；在非遗文化产品开发中，多个地方在非遗研学旅行课程中都设计了相识度较高的项目，甚

至出现了照搬照套的现象。这些产品开发都仅仅是浮于表面，未能挖掘出深层次的、独特的文化内涵，

只让游客了解到浅层文化，并没有让游客体会到该地区独特的非遗文化。当游客多次参与这类项目时，

对于非遗研学产品同质化现象的认识就会越强，从而降低对非遗研学旅行的兴趣，进而阻碍非遗研学旅

行的可持续发展。 

4.4. 大众认知度较低研学旅行意识淡薄 

研学旅行是最近几年才逐渐兴起的一种教育模式，非遗文化也是近些年来才逐渐得到重视，所以部

分家长和学生并不了解非遗研学旅行。再加上研学旅行的宣传深度、广度不够，导致学生家长们对研学

旅行认知度比较低，单纯的将非遗研学旅行当作学校组织的集体旅游，认为研学旅行对于学生的学习并

没有太大的帮助，从而对非遗研学旅行持消极态度，甚至限制孩子参加非遗研学旅行活动[18]。另外在升

学压力之下，家长们更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以学业成绩来作为教学的评价标准，在部分家长心里参加

研学旅行与孩子的学业成绩毫无关系，便不同意孩子参加研学旅行。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导致家长忽视其

他的实践教育活动，面对研学旅行这种新兴教育方式也不愿过多了解，没有研学旅行的意识。而且由于

一些研学旅行未能做到学习与旅行的紧密结合，只是单纯的带孩子游玩，与学习、教育没有任何联系，

家长对研学旅行有了负面印象和认知，便更不愿意孩子参加研学旅行。 

5. 乡村振兴视域下非遗文化与研学旅行融合发展的优化策略 

5.1. 明确研学目标主题，彰显教育价值 

明确研学主题目标是研学旅行活动的核心，它影响着研学旅行活动的制定和开展以及研学效果。对

此应从多方面进行考虑，首先科学制定研学旅行的总目标，在总目标的统领下，教师根据学情、学生需

求、具体课程目标、教学目标等因素，多方考量下确定研学旅行的主题，做到有的放矢；其次明确研学

旅行课程目标，学校所开展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应该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主，使学生在研学中理论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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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可以得到全面提高；最后坚持教育性原则，响应国家对研学旅行的教育政策，推动研学活动与

学校课程内容相结合，使研学活动体现其教育价值。 

5.2.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保障研学质量 

推动非遗与研学旅行顺利开展，建立非遗与研学旅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才

是重点。一方面，各高校对旅游专业进行分流，培养专业的研学导师人才，发挥教师在研学旅行中的引

导作用，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开展对应的培训班，让更多对研学旅行有兴趣的社会人群加入进来，扩

大研学导师的规模。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研学旅行指导师资源的作用，有针对性的开展乡村非遗研

学培训，提高对非遗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非遗传承人有选择地进行培训，助推他们成为专业研学导师

[19]。在研学旅行活动中，研学导师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培养专业人才，保障研学质量是研学

旅行发展的重中之重。 

5.3. 深入挖掘非遗内涵，打造独特产品 

非遗文创产品的核心是文化性，每一种非遗文化都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只有立足文化的

精髓，融合进现代生活元素，才能真正让消费者接受[20]。但是目前在开发非遗研学旅行产品时，大部分

地方都只是从表面上进行设计和开发，并没有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设计出来的非遗研学旅行产品

也都大同小异，缺乏创新性。要重点挖掘非遗文化内涵，将具有特色的非遗资源进行开发和设计，让研

学产品与非遗文化相结合，比如将当地非遗文化元素融入文化创品，设计特色文创产品，增加其吸引力

和竞争力。同时充分运用互联网的力量，广泛吸收各大网友对自己家乡非遗文化内涵的理解，打造迎合

市场同时又具有特色的产品。 

5.4. 加强研学宣传渠道，内化研学意义 

在没有学生家长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下，研学旅行活动是难顺利开展的[21]。面对学生家长对研学旅行

了解的不深，就要让他们认识到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研学旅行意义。一是加强研学旅行的宣传力度，

创新宣传的方式，重点突出非遗文化这一亮点，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增加对学生家长的吸引力。二是获得

政府支持，开展以非遗文化为主题的节日活动和重大庆典等活动，开展非遗文化宣传，并且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拓宽宣传渠道，让家长们认识到研学旅行对于学生的教育意义，从而获得理解和

支持。三是打造研学旅行形象代言人，与大众建立起研学旅行与代言人的联系，同时还可借助代言人向

大众宣传和科普研学旅行的教育意义，让学生家长更加了解研学旅行。 

6. 结论 

对非遗文化与研学旅行融合发展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方面以及促进非遗文

化传承保护或是研学旅行的发展来说，都具有积极作用。同时非遗文化与研学旅行的发展，对于乡村振

兴的实现也将起着重要作用。但在两者融合发展中仍存在着“重游轻学”的现象、专业人才队伍缺乏、

产品同质化严重、对研学旅行意识淡薄的发展困境。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助力非遗文化

与研学旅行的有效融合，并为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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