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样章
课程名称：《休闲活动策划》

任务名称：《休闲活动认知》

                任务 1    休闲活动认知

【学习目标】

1. 知识目标

 掌握休闲活动的核心概念、本质特征及理论内涵，准确区分休闲活动与其

他活动类型的差异。

 熟悉休闲活动的多元分类体系，能从活动形式、资源属性、消费场景等维

度对不同休闲活动进行科学归类。

 理解休闲活动的丰富内容构成，包括基础娱乐项目、文化体验项目、康养

运动项目等，并明晰其价值体现。

 梳理国内外休闲活动策划的发展脉络，剖析当前行业发展现状、面临的挑

战，预判未来数字化、个性化等发展趋势。

2. 能力目标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各类休闲活动进行精准识别、分类与分析

 具备独立撰写休闲活动分析报告的能力。

 结合休闲活动发展现状与趋势，具备策划创新性休闲活动方案的能力，能

够有效应对行业发展挑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3. 素养目标（含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在休闲活动策划与设计中积极

探索、勇于创新，助力行业发展。

 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关注休闲活动在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文

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学生认识到休闲活动不仅是经济产

业，更是提升国民生活质量、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在项目策划与实践过程中，通过团队合作，增



进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共同完成休闲活动相关任务，提升团队凝聚

力。

【任务导入】

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和闲暇时间的不断增多，休闲活动

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火爆全网的 “特种兵式旅

游”，到深受年轻人喜爱的露营、飞盘活动，再到融合传统文化的民俗节庆体

验，休闲活动市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然而，在这一繁荣景象背后，也面

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部分休闲活动同质化严重、文化内涵挖掘不足、产业

融合深度不够等。同时，国内外休闲活动策划与发展历程存在差异，当前行业

在数字化转型、消费者需求多变等背景下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此外，国家大

力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休闲活动与文旅产业的融合

创造了良好条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入探究休闲活动相关知识，把握其发

展规律与趋势，实现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任务要求：

持续关注国内外休闲活动行业资讯、前沿技术应用案例及政策导向，利用

行业报告、专业论坛、社交媒体等渠道，收集近半年内休闲活动与文旅产业融

合的热点事件，制作动态简报，提炼关键趋势与启示。

子任务 1.1  休闲活动概述

任务陈述

系统梳理休闲活动的起源、演变过程，结合学术文献与实际案例，准确界

定休闲活动的内涵与外延，分析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定位。通过对比不同学

科视角下的休闲活动定义，提炼出普适性的概念框架，并运用思维导图等工具

对休闲活动的基本特征进行可视化呈现，形成一份逻辑清晰、内容详实的概念

阐释报告。



知识准备

 休闲活动理论知识：学习休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关于休闲活动

的理论观点，了解休闲活动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

 概念辨析方法：掌握概念界定、内涵挖掘、外延划分的方法，学会区分休

闲活动与其他相关活动的差异。

 案例分析知识：收集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休闲活动案例，学习如何通过案

例分析提炼共性与特性，辅助概念理解与阐释。

 可视化工具使用：熟悉思维导图、概念图等工具的操作方法，能够运用这

些工具清晰呈现休闲活动的概念体系与特征。

任务实施

1.1.1休闲活动概述

休闲活动的演进深深植根于人类文明发展脉络。美国休闲学之父凡勃伦在

《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休闲是社会分层的象征，早期休闲活动往往为特权阶

层所享有，如古埃及贵族的狩猎活动、古希腊公民的戏剧观赏，这些活动不仅

是娱乐方式，更彰显着阶级地位与权力。随着社会结构变迁，工业革命推动了

劳动与休闲的分离，法定节假日制度的建立让普通民众逐渐拥有休闲权利，法

国社会学家杜马泽迪埃在《休闲社会学》中指出，这一时期休闲活动开始向大

众化、民主化转变。

在当代，休闲活动已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世界休闲组织定义其

为 “个人完成工作和满足生活要求之后，完全由他本人自由支配的一段时

间”。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休闲活动能够激活大脑奖赏回路，如听音乐时多

巴胺的分泌可有效缓解压力。其外延也在不断突破边界，元宇宙概念的兴起催

生了虚拟音乐会、数字藏品鉴赏等全新形态，例如 Decentraland 平台举办的

虚拟时装周，吸引全球用户参与，打破了现实空间限制。

由此可见，休闲活动是指个人或群体在非工作时间内，基于自由意志选择

的、以追求身心愉悦与自我发展为目的的非强制性活动。其核心特征包括：时

间上属于扣除生理必需与工作后的闲暇时段，性质上具有自主选择性（非强



迫）与非功利性（不以谋生为目的），形式上涵盖体育健身、文化体验、社交

娱乐等传统类型及虚拟现实等新兴业态。该概念既包含古希腊哲学中"自由状

态"（schole）的原始内涵，也体现了现代社会中通过活动实现能量调节、文化

传承与社会整合的复合价值。

1.1.2休闲活动分类

（1）按活动性质分类

文化娱乐类：除传统形式外，近年来沉浸式体验成为新趋势。以 TeamLab

无界美术馆为例，通过数字投影、互动装置等技术，将参观者融入光影艺术空

间，这种 “身体参与式” 的艺术体验重新定义了文化消费模式。从心理学角

度，此类活动满足了人们的 “心流” 需求，使个体在专注中获得高度愉悦

感。除了这种科技感十足的体验，小众文化活动也逐渐崭露头角，如小众电影

放映会，在一些文艺咖啡馆或私人影棚定期举行，爱好者们聚在一起欣赏小众

佳作，分享观影感悟，相较于商业影院，这里的交流氛围更为浓厚。而针对儿

童群体，亲子绘本剧活动也日益流行，家长与孩子共同将绘本故事改编成短剧

进行表演，既培养了孩子的表达能力，又增进了亲子关系。

体育健身类：智能健身设备的普及推动了健身方式变革。如 Peloton 动感

单车结合线上直播课程，构建了 “居家 + 社交” 的健身生态，用户在锻炼的

同时可与全球健身爱好者实时互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150 分钟中等强度

运动” 标准，为科学健身提供了量化指导。在新兴健身潮流中，桨板瑜伽开始

受到关注，参与者在漂浮于水面的桨板上进行瑜伽练习，不仅要掌握瑜伽动

作，还需平衡身体与桨板，对核心肌群锻炼效果显著，同时在亲近自然的环境

中，能让身心得到双重放松。对于老年人而言，门球运动是不错的选择，它运

动量适中，注重团队协作，在许多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都设有门球场地，老人

们通过参与门球比赛既锻炼了身体，又丰富了社交生活。

社交聚会类：剧本杀、密室逃脱等角色扮演类社交活动异军突起。据中国

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统计，2023 年剧本杀市场规模达 238 亿元，此类活动通过

强剧情、高互动的形式，有效解决了现代社会 “弱社交” 难题。当下，复古



社交派对也悄然兴起，如以 80、90 年代为主题的派对，参与者身着复古服

饰，玩着儿时的游戏，唱着经典老歌，唤起集体回忆，拉近彼此距离。对于职

场人士，行业主题社交沙龙越来越受欢迎，例如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从业者

定期举办沙龙，分享行业动态、创业经验，在交流中拓展人脉、碰撞思维，实

现资源共享与合作。

户外探险类：小众探险运动逐渐走向大众视野。如溯溪运动结合登山、游

泳、攀岩等技能，要求参与者具备专业知识与装备，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挑战身

体极限。生态旅游理念的融入，使此类活动更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像洞穴探险，在专业领队带领下，探索神秘的地下洞穴，观察独特的地

质构造与洞穴生物，感受地球的神奇。但洞穴探险对参与者身体素质、心理素

质以及专业知识都有较高要求，需要提前做好充分准备。而亲子户外露营则更

侧重于亲子互动与自然体验，家长和孩子一起搭建帐篷、准备野餐、探索周边

自然环境，在露营过程中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动手能力以及对自然的热

（2）按消费模式分类

免费公益类：社区图书馆阅读、公园晨练、公益讲座等活动，由政府或社

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性。如 “城市书房” 计划，在全国多地

建立 24 小时开放的自助图书馆，满足市民文化需求。一些社区还会定期组织

免费的艺术展览，邀请本地艺术家展示作品，居民可免费参观，提升艺术鉴赏

能力。在公园等公共空间，志愿者会组织免费的健身课程，如太极拳、健身操

教学，带领市民科学健身。

低消费体验类：DIY 手工坊、乡村采摘、露天电影等活动，以较低成本提

供个性化体验。某连锁陶艺工作室推出的 “99 元陶艺体验课”，将传统手工

艺与休闲消费结合，深受年轻群体喜爱。乡村地区的草莓采摘园，每到采摘

季，吸引众多家庭前往，门票价格亲民，游客不仅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品尝

新鲜水果。还有一些古镇会在特定节日举办低消费的民俗体验活动，如手工制

作香囊、传统印染等，游客花费少量费用，就能深入了解传统文化。

高端定制类：私人游艇派对、极地探险旅游、艺术藏品拍卖鉴赏等活动，



针对高净值人群提供专属服务。如南极邮轮旅行，参与者可近距离观赏企鹅、

冰川，感受极致的自然魅力。在艺术收藏领域，高端藏家可参与私人定制的艺

术鉴赏之旅，由专业艺术顾问陪同，前往世界各地的艺术展会、私人美术馆，

品鉴珍稀艺术藏品，并获得专业的收藏建议。对于追求极致体验的游客，一些

旅游公司推出了私人定制的环球飞行之旅，乘坐私人飞机，游览全球著名景

点，享受独一无二的旅行服务 。

1.1.3休闲活动内容

（1）文化娱乐类

文化娱乐类休闲活动是人们追求精神享受、提升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在

传统形式基础上，不断涌现出新颖且富有创意的活动内容。沉浸式戏剧体验近

年来备受瞩目，如上海的《不眠之夜》，观众自主选择剧情线索，穿梭于不同

场景与演员互动，打破传统观演界限，带来独一无二的观剧感受。小众文化领

域，黑胶唱片分享会逐渐兴起，爱好者们齐聚，分享珍藏唱片，交流音乐感

悟，沉浸在模拟音质带来的独特魅力中。针对儿童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日益多

元，如亲子绘本剧活动，家长与孩子共同将绘本故事改编成短剧进行表演，在

排练与演出过程中，孩子的表达能力、想象力得到锻炼，亲子关系也更为亲

密。还有一些城市举办的儿童手工绘画展览，为孩子们提供展示创意的平台，

激发他们对艺术的兴趣。

（2）体育健身类

体育健身类休闲活动的内容随时代发展持续革新。智能健身设备的普及促

使线上线下融合的健身模式成为主流。像 Keep 等健身 APP，提供海量课程，

用户在家即可跟随专业教练训练，同时还能通过社区功能与其他健身爱好者交

流心得、打卡挑战。新兴的健身潮流不断涌现，如室内攀岩，在城市中的攀岩

场馆，人们挑战不同难度线路，锻炼上肢力量与身体协调性，克服恐惧心理。

对于老年人，柔力球运动深受喜爱，它动作轻柔、节奏舒缓，融合太极与网球

元素，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在团队练习中增进社交。此外，一些社区还会组织

老年人健身操比赛，设置简单易学的动作，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提升身体素



质与生活乐趣。

（3）社交聚会类

社交聚会类休闲活动为人们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缓解现代社会的孤独

感。剧本杀、密室逃脱等角色扮演类活动凭借强剧情、高互动性，成为社交新

宠。在剧本杀游戏中，玩家代入角色，通过推理、交流推动剧情发展，一场游

戏下来，彼此的交流更加深入。复古社交派对也悄然流行，以 80、90 年代为

主题的派对，参与者身着复古服饰，玩着儿时游戏，如跳皮筋、丢沙包，唱着

经典老歌，共同唤起童年回忆，迅速拉近彼此距离。职场人士热衷于行业主题

社交沙龙，如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定期聚会，分享市场动态、投资策略，交流中

不仅拓展人脉，还可能碰撞出合作机会，实现资源整合与互利共赢。一些城市

还会举办单身青年社交活动，设置有趣的互动环节，帮助单身人士结识志同道

合的朋友，增加脱单机会。

（4）户外探险类

户外探险类休闲活动让人们亲近自然、挑战自我，领略大自然的魅力。小

众探险运动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如攀冰运动，爱好者们在陡峭冰壁上攀爬，借

助冰镐、冰爪等专业装备，挑战体能与心理极限，同时欣赏独特的冰川景观。

生态旅游理念的融入，使户外探险活动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像一些组织开展的

雨林徒步探险，配备专业向导，在探索雨林生态的同时，向参与者科普生态保

护知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环境。亲子户外露营则是家庭休闲的热门选择，家

长和孩子一起搭建帐篷、准备野餐，在夜晚观察星空，白天探索周边自然环

境，培养孩子对自然的热爱与观察力。部分露营地还会组织亲子自然教育课

程，如认识植物、制作植物标本等，丰富孩子们的自然知识 。

1.1.4休闲活动价值

（1）个人层面的价值与意义

促进身心健康：休闲活动是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有效方式。现代社会快

节奏的生活和高强度的工作，使人们普遍面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例如，

瑜伽、冥想类休闲活动能帮助人们放松身心，通过调整呼吸和专注当下，减轻



心理负担，增强抗压能力。研究表明，定期参与此类活动可显著降低皮质醇

（压力激素）水平，改善睡眠质量。此外，各类体育健身活动如跑步、游泳

等，不仅能增强身体素质，提升免疫力，还能促进内啡肽的分泌，让人产生愉

悦感，有效缓解负面情绪，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

实现自我成长与发展：休闲活动为个人提供了学习新知识、培养新技能的

平台。参与文化艺术活动，如绘画、书法、乐器学习，能够激发创造力，提升

审美水平；参加语言学习、编程培训等休闲课程，可以拓展知识领域，增强职

业竞争力。例如，许多职场人士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摄影，不仅掌握了一门新技

能，还通过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培养了观察力和艺术鉴赏力，甚至将摄影

发展为副业，实现个人价值的多元化发展。

（2）社会层面的价值与意义

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和谐：休闲活动是促进人际交往、增进社会融合的重要

纽带。社区组织的各类休闲活动，如广场舞、邻里节、亲子运动会等，打破了

居民之间的隔阂，增强了社区归属感。在活动中，不同年龄、职业、背景的人

们相互交流、合作，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营造出和谐的社区氛围。大型节

庆活动和体育赛事更是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例如奥运会、世界杯等全球

性赛事，吸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共同关注和参与，促进了文化交流与理

解，有助于构建更加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

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休闲活动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传统民俗

活动、民间艺术形式通过休闲活动得以延续和传播，如春节的舞龙舞狮、端午

节的赛龙舟、非遗手工艺制作体验等，让年轻一代了解和热爱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同时，现代休闲活动也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契机，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时尚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新颖的文化产品和体验形式。例

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数字文物库、VR 故宫游览等项目，借助科技手段让传统

文化以更生动、更便捷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实现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

（3）经济层面的价值与意义



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休闲活动相关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旅游、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休闲产业的繁荣，直接带动了餐饮、住宿、

交通、零售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例如，热门旅游景区周边的酒店、餐厅、纪念

品商店因游客的到来而生意兴隆；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的举办，不仅门票收

入可观，还能吸引大量观众前往，带动当地的消费增长。此外，休闲活动的发

展还推动了消费升级，人们对高品质、个性化休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

加，刺激企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

创造就业机会：休闲产业涵盖众多领域，产业链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从旅游行业的导游、酒店服务人员，到文化娱乐产业的演员、导演、工作

人员，再到体育产业的教练、运动员、赛事组织人员等，涉及多个职业类别。

同时，休闲活动的发展还催生了许多新兴职业，如健身博主、旅游体验师、电

竞选手等，为不同技能和兴趣的人群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选择，有效缓解了就

业压力，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

子任务 1.2  休闲活动发展现状与趋势

任务陈述

通过收集行业数据、分析政策文件、调研企业运营情况，全面剖析国内外

休闲活动策划的发展历程，总结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与驱动因素。结合当前市

场规模、消费者需求变化、技术应用情况等，深入分析行业发展现状与面临的

挑战。知识准备

 行业发展历程知识：了解休闲活动策划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掌握

关键事件、政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数据分析方法：学习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方法，能够运用统计工具对行

业数据进行处理，提炼有价值的信息。

 政策解读知识：熟悉国家及地方关于休闲活动、文旅产业的政策文件，理

解政策导向对行业发展的推动或限制作用。

任务实施

1.2.1国内外休闲活动的发展历程



（1）国外休闲活动的发展脉络

休闲活动的发展在国外起步较早，其演变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在工

业革命前，休闲活动主要集中于贵族阶层，如欧洲宫廷的舞会、狩猎活动，这

些活动更多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策划注重仪式感与奢华性。

工业革命后，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众休闲时代来

临。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国家开始重视公共休闲空间建设，城市公园、

博物馆、图书馆等设施不断涌现，为民众提供了休闲活动场所。此时，休闲活

动策划逐渐向大众化、标准化发展，如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通过组织定期的

音乐会、展览等活动，丰富市民的休闲生活。

20 世纪中叶，休闲产业在西方国家快速发展，旅游、体育赛事、文化娱乐

等领域的策划活动日益成熟。以美国迪士尼乐园为代表，其创新性地将动画 IP

与游乐设施、主题表演相结合，开创了主题公园这一全新的休闲活动模式，引

领了全球休闲活动策划的潮流。随着中产阶级壮大，美国迪士尼乐园（1955

年）和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1947年）等标志性项目相继诞生，推动休闲活动

产业化。进入 21 世纪，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日本"酷日本"战略将动漫、温

泉等传统文化转化为体验式休闲产品，形成独特的文化输出模式。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应用于休闲活动策划，线上线下融合的活动形

式不断涌现，如电子竞技赛事的全球直播、虚拟艺术展览等，极大地拓展了休

闲活动的边界。

（2）国内休闲活的发展历程

我国休闲活动策划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现代意义上的休闲

活动策划起步相对较晚。古代中国，休闲活动多蕴含于传统节庆与民俗之中，

如春节的庙会、元宵的灯会、端午的赛龙舟等，这些活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具有自发性和传承性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休闲活动策划逐渐走向专业化。20 世纪 80 年代，旅游业开始兴

起，各地围绕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如北京故宫、西安兵马



俑等景区的旅游活动策划，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90 年代，文化娱乐产业蓬

勃发展，演唱会、电影等娱乐活动策划市场日益繁荣。

进入 21 世纪，我国休闲活动策划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出台一系列政

策支持休闲产业发展，如设立 “黄金周” 假期，刺激了旅游消费。同时，休

闲活动策划不断创新，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体育健身等

多元化方向发展。例如，杭州 G20 峰会后，围绕西湖景区开展的灯光秀、音乐

喷泉等休闲活动策划，将科技与文化完美融合，提升了城市旅游的吸引力。近

年来，乡村旅游、研学旅行、康养旅游等新兴休闲活动策划模式不断涌现，满

足了人们日益多样化的休闲需求。

中国休闲活动发展具有明显的政策驱动特征。2009年《国民旅游休闲纲

要》首次将休闲纳入国家战略，2013年起实施的带薪休假制度为休闲消费提供

了时间保障。典型案例包括乌镇戏剧节（2013年）的成功运作，开创了"文化

IP+古镇旅游"的融合模式。2020年后，数字技术催生了"云看展""VR旅游"等新

型休闲形态，标志着产业进入创新升级阶段。

1.2.2 当前休闲行业发展现状与挑战

（1）发展现状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我国

休闲活动市场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休闲产业

市场规模已突破 10 万亿元，旅游、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领域成为增长的主

要动力。

活动形式日益丰富：当前休闲活动涵盖文化艺术、体育健身、户外探险、

社交娱乐等多个领域，且不断有新的活动形式涌现。如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沉

浸式娱乐活动，以及飞盘、腰旗橄榄球等新兴体育休闲项目，受到年轻群体的

广泛喜爱。

科技应用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休闲活动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在线旅游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偏好，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

推荐；智能健身设备结合 APP，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健身方案；元宇宙概念的



兴起，更是为休闲活动带来了全新的虚拟体验场景。

产业融合趋势明显：休闲活动与文旅、农业、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

了文旅融合、农旅融合、体教融合等新业态。例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各

地发展的乡村民宿、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相结合，促进

了农村经济发展。

（2）面临挑战

同质化竞争严重：许多休闲活动项目缺乏创新，存在盲目跟风现象。如部

分旅游景区的网红打卡点、主题乐园的游乐设施等，相似度极高，难以形成独

特的竞争力，导致游客体验下降，市场吸引力不足。

专业人才短缺：休闲活动策划与运营需要既懂市场需求、又具备专业知识

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但目前我国相关专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人才培养

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导致行业内专业人才短缺，制约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压力：部分休闲活动在开发和运营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

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一些景区过度开发，破坏了自然景观和生态平衡；部分

民俗活动商业化过度，导致传统文化内涵流失，影响了休闲活动的可持续发

展。

市场监管有待加强：随着休闲活动市场的快速发展，一些新问题不断出

现，如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安全隐患等。目前我国休闲活动市场监管机制尚

不完善，存在监管职责不明确、执法力度不足等问题，影响了市场的健康有序

发展。

1.2.3 休闲活动未来发展趋势

个性化与定制化趋势：消费者对休闲活动的需求将更加注重个性化和独特

体验。未来，休闲活动策划将根据不同年龄、性别、兴趣爱好的消费者，提供

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例如，针对高端商务人士推出的私人定制旅行、为亲子

家庭设计的主题研学活动等。

科技赋能加速创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将进一步融

入休闲活动领域。元宇宙空间内的虚拟演唱会、数字藏品展览等新型休闲活动



将不断涌现；智能穿戴设备、物联网技术将实现对休闲活动的实时监测和智能

管理，提升用户体验和活动安全性。

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

未来休闲活动将更加注重生态友好和资源节约。生态旅游、低碳健身、环保主

题活动等将成为发展热点。同时，休闲活动项目的开发将遵循 “保护优先、合

理利用” 的原则，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跨界融合深度拓展：休闲活动与更多产业的跨界融合将进一步深化。与医

疗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康养旅游、运动康复等项目；与教育产业融合，丰富研

学旅行、职业体验等教育休闲形式；与金融产业融合，创新休闲消费金融产品

和服务模式，推动休闲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子任务 1.3  休闲活动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关系

任务陈述

深入研究产业形态融合的具体模式，如 “旅游 + 休闲体育”“文化 + 休

闲体验” 等，分析融合后消费体验升级的表现形式与实现路径。通过解读政策

文件，梳理政策战略对休闲活动与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机制，探讨融合过程中

产生的社会价值延伸案例，如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以典型融合项目为样

本，剖析其成功经验与不足，提出促进二者深度融合的策略建议，形成一份具

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报告。

知识准备

 产业融合理论：学习产业融合的概念、类型、动因等理论知识，了解产业

融合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

 消费体验理论：掌握消费体验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方法，能够分析休闲活动

与文旅产业融合如何提升消费体验。

任务实施

1.3.1 产业形态融合与消费体验升级



（1）休闲产业形态的融合模式

首先，“旅游 + 文化” 深度融合

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为载体，各地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具有独

特文化魅力的旅游产品。如西安大唐不夜城，依托盛唐文化，通过唐风建筑、

主题演艺、特色美食等元素的融合，构建了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成为全国

文旅融合的典范，年接待游客超 1 亿人次。同时，许多城市利用历史文化街

区，开发文化体验游项目，如北京南锣鼓巷、成都宽窄巷子，将传统建筑、民

俗文化与现代商业相结合，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城市的历史底蕴。

其次，“体育 + 旅游” 协同发展

体育赛事与旅游活动的结合，催生了体育旅游这一新兴业态。马拉松赛事

与旅游的融合最为典型，如厦门马拉松赛，每年吸引数万名跑者参赛，同时带

动了当地酒店、餐饮、交通等行业的消费，赛事期间厦门旅游收入增长约

20%。此外，冰雪运动旅游也在近年来快速发展，东北三省依托丰富的冰雪资

源，开发滑雪度假、冰雪节等项目，吸引了大量南方游客。山地户外、水上运

动等体育旅游项目也在不断拓展，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科技 + 文旅” 创新驱动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文旅产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5G、AR、VR 等技术的

应用，创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河南卫视推出的《唐宫夜宴》节目，通过 AR

技术重现盛唐场景，网络播放量破亿，引发了传统文化热潮。在景区中，数字

导览、虚拟讲解员等应用，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一些博物馆利用虚拟现实

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文物的魅力。此外，区块链技术在文旅产业

中的应用，可实现旅游产品溯源、版权保护等功能，促进产业的规范化发展。

（2）消费体验升级的表现

从 “观光” 到 “沉浸”：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更加追求

深度的沉浸式体验。实景演出、主题乐园、密室逃脱等项目通过场景营造、剧

情设计和互动体验，让消费者全身心地融入其中。例如，丽江的《印象 丽・

江》实景演出，以玉龙雪山为背景，将纳西族文化与自然景观相结合，让观众



身临其境感受民族风情；上海迪士尼乐园通过各种主题游乐设施和演艺活动，

为游客打造了一个充满幻想与欢乐的童话世界。

从 “标准化” 到 “个性化”：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定制化的休闲

文旅产品日益受到青睐。旅游平台和旅行社可根据用户的偏好、预算和时间安

排，提供个性化的行程规划、住宿餐饮等服务。一些高端定制旅游公司还推出

了私人飞机旅行、专属导游陪同服务等产品，满足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此外，消费者还可以参与到休闲文旅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如定制专属的旅游纪

念品、设计个性化的旅行路线等，增强消费的参与感和独特性。

1.3.2 政策战略驱动与社会价值延伸

（1）政策战略驱动

国家高度重视休闲活动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引

导和支持。《“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文化和旅游业态，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鼓励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研学旅行等新业态，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在地方层面，各地政府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

一系列促进休闲文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海南省为打造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出台了税收优惠、土地支持、人才引进等政策，吸引了众多文旅项目落

地；浙江省通过 “千万工程”“大花园建设” 等战略，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实现了农村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赢。这些政策的出台，为休闲活动与文旅

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遇。

（2）社会价值延伸

助力乡村振兴：休闲文旅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各地依托乡

村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休闲农业等产业，带动了

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浙江安吉依托竹林资源，发展竹文化旅游、民宿经

济，实现了从 “卖石头” 到 “卖风景” 的产业转型，农民人均收入大幅提

高。同时，休闲文旅产业的发展还吸引了人才回流，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完



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推动文化传承：休闲活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

将非遗技艺、传统民俗等文化元素融入休闲文旅产品中，使传统文化得以活态

传承。苏州评弹、景德镇陶瓷制作等非遗项目，通过文旅体验项目走进大众视

野，既保护了传统文化，又创造了经济价值。此外，一些地方还通过举办文化

节庆活动，如庙会、民俗文化节等，传承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增强了民众的

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促进社会公平：休闲文旅产业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

平。它为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了就业机会，提升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乡

村旅游发展中，农民可以通过开办农家乐、销售农产品、参与旅游服务等方式

增加收入；在文旅项目建设中，也吸纳了大量当地劳动力就业。同时，休闲文

旅产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了偏远地区的交通、通信等基

础设施条件，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休闲活动带来的福利。

【思政融入与项目拓展】

（一）思政融入

文化自信与传承使命：在阐述国内外休闲活动策划发展历程时，引导学生

对比分析我国传统节庆、民俗活动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如春节庙会、端午

赛龙舟等活动承载的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认识到休闲

活动不仅是娱乐方式，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激发学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增强文化自信。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结合当前休闲活动行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压力，

如生态环境破坏、文化遗产流失等问题，开展专题讨论。引导学生思考休闲活

动策划与运营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树立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理念。例如，

以某些过度开发的景区为例，组织学生探讨如何在满足休闲需求的同时，实现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创新精神与民族复兴：在讲解休闲活动未来发展趋势中的个性化、定制化

以及科技赋能等内容时，强调创新在推动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我国在



数字技术、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如河南卫视《唐宫夜宴》通过科技与

文化融合的创新模式引发传统文化热潮，鼓励学生勇于创新，将个人发展与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二）项目拓展

本地休闲活动调研与策划：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所在地区的休闲活

动进行实地调研。调研内容包括现有休闲活动的类型、运营模式、市场反馈

等，分析其优势与不足。基于调研结果，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和资源优势，策划

一个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休闲活动项目，形成详细的策划方案，并在班级进

行展示与交流。

【课后任务】

虚拟休闲活动创意设计：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兴起，虚拟休闲活动成为未来

发展趋势。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设计一个基于元宇宙技术的虚拟休闲活动，

如虚拟艺术展览、线上主题派对等。要求学生详细阐述活动的主题、参与方

式、互动设计以及技术实现途径等，培养学生对新兴技术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

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