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6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11 期·2024 年 10 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7i11.20774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Orienteering and Sports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Zhangquan Huang
Wuyi University, Nanping, Fuji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orienteering and sports tourism. Firstly,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nd existing problems between orienteering and 
sports tourism. Then, put forward the enterprise as the main body, the school and the government as the assistance, the three force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odel.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resources, we design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orienteering and tourism with a higher level of strategic vision, and 
carry out effective practi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odel can improve the composite service quality of 
orienteering and sports tourism areas, enhance the experience of athletes and tourist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idea and an effective feasible schem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orienteering and sport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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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视野下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高质量融合的发展路
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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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基于产教融合的视野，探讨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高质量融合的方法与路径。我们首先分析了当前定向运动和体育旅游
的关系和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了以企业为主体，学校和政府为辅助，三者合力推进、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深度
融合产业、教育和地方政府资源，以更高层面的战略眼光设计和推动定向运动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并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
有效实践。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模式可以提高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地区的复合服务质量，提升运动员和游客的体验，促进
体育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此研究为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效的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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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进步，体育和旅游开始更多地结合，形成了

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体育旅游。其中，定向运动因为能锻

炼身体、寻找乐趣，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我们需要研究如

何让定向运动更好地融入体育旅游中。这个研究主要看如何

让他们两个有好的连接，并为体育和旅游的发展提供帮助。

我们会找出他们结合中的问题，并有企业、学校和政府共同

帮助解决。最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研究，让定向运动和体

育旅游有更好地发展，提高服务质量，让运动员和游客有更

好的体验。

2 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现状分析

2.1 定向运动的发展概况

定向运动是一项结合了体育和智力的综合性运动，起

源于 19 世纪末的瑞典 [1]。定向运动通过地图导航和地形解

读，极大地考验了参与者的方向感、速度、耐力和策略制定

能力。该运动最早作为军事训练手段，而后逐渐发展为一项

国际性体育活动。近年来，定向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程

度显著提升，吸引了大量运动爱好者和专业选手的参与 [2]。

在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定向运动已成为一项颇受

欢迎的户外活动，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成熟的赛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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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定向运动不仅在竞技层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在教

育和社会层面得到了广泛认可。北欧国家通常会将定向运动

融入学校教育体系，通过各种课程和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

作精神和空间能力。

在亚洲，定向运动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在中国，

近年来，定向运动作为素质教育和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

分，得到了快速发展。政府以及相关体育组织积极推动定向

运动的普及，通过各种类型的赛事和活动吸引公众参与。一

些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门也在不断探索将定向运动融入课程

体系，以增强学生的野外生存能力和体质 [3]。

不仅如此，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定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

力。GPS、电子打卡、数字地图等科技手段的应用，使得定

向运动在速度、准确性和公平性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定向运动作为一项兼具体育和智力挑战的运动项目，

其发展不仅在竞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在教育、社会活

动等方面形成了广泛影响。这为其与体育旅游的融合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

2.2 体育旅游的市场现状
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近些年来在全球

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体育旅游市场正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

长，尤其是在一些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和体育赛事的地区，体

育旅游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中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

参加体育活动和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需求日益增加。体育旅

游市场也迅速崛起，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体育旅游产品，包括

跑步马拉松、自行车赛、滑雪运动以及水上运动等。这些旅

游产品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参与需求，还提供了

丰富的旅游体验。

尽管体育旅游市场前景广阔，但在产品质量、基础设

施建设、服务水平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挑战。

部分地区的体育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和特色，

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不完

善，影响了游客的整体体验和满意度。如何提升体育旅游产

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

2.3 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融合存在的问题包括资源整合不

充分、营销宣传不足、相关政策支持不力、基础设施条件欠

佳、人才培养体系缺乏。这些问题导致产业间协同发展受限，

影响游客体验和市场拓展，制约了融合发展的整体质量和

效益。

3 产教融合模式下的高质量融合框架

3.1 产教融合模式对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意义
在产教融合模式下，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有机结合

具有多方面的深远意义。从产业角度来看，定向运动与体育

旅游的融合推动了体育和旅游两个领域的资源整合和创新

驱动，有助于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经济增长点。定向运动作

为一种充分利用自然和城市环境的运动形式，通过与旅游产

业相结合，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增加旅游收入；丰富的旅游

资源也能为定向运动提供多样化的场地支持和赛事活动，形

成良性互动。

教育机构在这一融合模式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通过产教融合，学校可提供专业的培训和人才培养，为定向

运动和体育旅游产业输送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教育机构还能

够开展相关的科研项目，为产业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

障。借助学校的学术和科研力量，可以不断优化和提升定向

运动和体育旅游的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从而带动整个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

从政府层面看，政府在产教融合模式中扮演着关键的

支持和引导角色。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政府可以为定

向运动和体育旅游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和

政策保障。政府还可以协调企业和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关

系，制定和实施相关规范和标准，以确保定向运动和体育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产业政策的倾斜和扶持，政府能够激

发市场活力，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产教融合模式在推动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高质量融

合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实现产业、教育和政府三

方资源的整合与协同创新，可以有效提升定向运动和体育

旅游的综合服务水平，并推动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

发展。

3.2 高质量融合的具体模式与路径设计
高质量融合的具体模式应基于产教融合的核心理念，

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导、学校和政府为辅助的

协同创新体系。企业负责提供实地资源与设施，学校则负责

培养专业人才和进行理论研究，政府在政策引导、资金支持

和市场规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多方合作实现资源高效

配置。

路径设计方面，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

体系的优化，将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相关课程纳入高校教学

体系，并与企业合作开展实地培训和实习活动，提高学生的

实战能力。二是技术创新与应用，通过产学研合作开发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产品和服务，提升行业技

术含量和服务水平。三是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利用媒体平

台和赛事活动宣传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独特魅力，打造区

域品牌，增强市场吸引力。四是政策支持与监管，通过制定

激励性政策和规范化管理机制，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促

进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高质量融合。

3.3 三方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实施策略
三方合作机制的构建需要以企业为主体，学校和政府

为辅助，形成合力推进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深度融合。企

业应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和资源整合能力，提供资金和市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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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学校可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通过科研和教学资源为产

业创新注入动力。政府需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提供公

共服务和监管保障。还需建立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综合服

务平台，增强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发

展。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可定期召开协调会议，

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合作稳步推进。

4 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融合的实践与效果分析

4.1 融合实践案例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一些已有成功案例的深入研究，可以看

出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高质量融合不仅能够提升旅游体

验，还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以下对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以揭示其关键成功因素和可借鉴的经验。

案例一：XX 省 XX 市定向运动主题公园。

该项目依托地方丰富的自然资源，建设了一个以定向

运动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园区内设有多条难度不一的定向

运动路线，通过设计不同景观节点和互动体验项目，将定

向运动与观光旅游紧密结合。此项目还与当地高校和企业合

作，组织定期的定向运动赛事和培训，利用课程实践和企业

赞助，推动了定向运动在当地的普及与发展。该主题公园自

开放以来，游客数量逐年增加，并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

配套服务的发展。

案例二：XX 省 XX 县定向运动节。

每年夏季举行的定向运动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运

动爱好者。活动策划过程中，县政府、旅游企业和学校形成

了三方合作机制，共同推动活动的组织与宣传。在这一期间，

定向运动与当地特色旅游项目，如农家乐、水果采摘、文化

体验等紧密结合，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通过

活动，县域内的旅游收入大幅增加，并显著提升了地方的知

名度与美誉度。

案例三：XX 大学定向运动与旅游创新实验基地。

作为一个校企合作项目，该基地以推动定向运动与旅

游实践相结合为宗旨，建立了系统化的培训课程和实操基

地。学生在学习理论的能够在实际环境中进行定向运动的策

划与实施。企业提供了实践支持和资金赞助，学校则负责人

才培养和科研攻关，基地内的尝试和研究成果均在区域推广

应用。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丰富了当地

的旅游项目类型，吸引了大量的运动爱好者和旅游者。

各个案例的成功实质在于资源整合与合作共赢。政府

提供政策支持与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注入资金与市场推广，

学校贡献专业知识与人才培养，三者协同创新，共同推动定

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结合地方特色

与资源优势，可以创造出更多丰富多样的定向运动与体育旅

游项目，进而实现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提升。

4.2 融合效果的评估及促进体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对策
融合效果的评估从多个维度进行，可采用定量和定性

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游客满意度调查、参与率数据、经济效

益统计等指标，评估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融合的经济价值和

社会影响。分析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等不同主体的协同作

用，考察各方在资源配置、政策支持和创新投入上的贡献，

评价整体融合效果。调查显示，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深度

融合显著提升了游客体验满意度，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和就

业机会增加，增强了区域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针对评估结果，促进体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应采取以

下对策：

①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地方政府需制定专项政策，

对具有地方特色的定向运动项目和体育旅游项目进行政策

倾斜和资金支持。

②强化企业与教育机构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产教

融合机制，推动相关课程设置和专业人才培养，提升服务质

量与产业创新能力。

③推动智慧旅游发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提升游客体验的个性化和便捷性，拓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

消费模式。

④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

成功经验，提升区域的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

5 结语

本研究在产教融合的视野下，对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

的高质量融合进行了深度探讨。我们首先梳理了此领域的现

状与问题，然后提出并实践了一种企业为主体，学校和政府

为辅助的联合推进模式。这种模式实现了产业、教育和地方

政府资源的深度融合，丰富了定向运动与旅游的内涵，提升

了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有效推动了体育旅游业的繁荣与发

展。本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其实质性的研究数据并不充裕，

需要更多实证数据来证实研究成果的准确有效性。未来，我

们计划进一步深入研究定向运动与体育旅游的更多可能性

和融合形式，旨在挖掘体育旅游业的潜力，并使其更好地服

务于社会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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