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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盐文化是自贡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物，承载着自贡2000多年的文化遗产，

凝结着盐都人民的精神血脉。在当今乡村振兴的视域下，非遗传承与研学旅行融合发展是极具价值性和

前瞻性的。自贡旅游资源禀赋，在非遗传承方面也有成效，但在非遗传承与研学旅行融合方面较为欠缺，

主要存在耦合路径狭窄、设计创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相对应的优化策

略，以期促进非遗盐文化与研学旅行深度融合，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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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lt culture is a historical product of Zigong and even the en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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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nation. It bears the heritage of Zigong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and embodies the spiritual 
blood of the people of Yandu. In the current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
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search travel is extremely valuable and forward-looking. 
Zigong’s endow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s also effective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it is 
relatively deficient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search travel. There are 
mainly problems such as narrow coupling paths, innovative design, and chaotic market order.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alt cultu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search 
travel,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great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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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为了更好地适应全国中小学生的成长规律，满足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发展需要，由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牵头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研学旅行在社会、文化、经济、生态、人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价

值，非遗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研学旅行的体验性、参与性、教育性和实践性融合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

高度重视非遗传承“以人为本、活态传承”的理念，使得诸多“躺”于民间的非遗与旅游等行业融合发

展，在活态传承非遗的同时，为民间经济、文化、生态等提质赋能。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工作

的意见》中明确表示：针对非遗资源禀赋分布的参差，各地区应积极开拓创新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同时，

根据地区交通条件的差异，协调推出一大批兼具非遗特色的主题旅游路线、研学旅游产品和演艺作品。 
自贡市作为中国井盐的发源地之一，拥有近 2000 年盐业发展历程，使得自贡成为将古代文明和现代

文化相融汇的旅游代表地之一。自贡市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历史赓续价值、科学研读价值和观赏休闲价

值，特别是其得天独厚的彩灯、盐、恐龙等旅游资源。非遗盐文化内容较为丰富，有反映盐业生产的遗

址牛佛古镇；展示盐业运输和贸易的古镇仙市古镇；有反映盐工号子、川剧、扎染等；有非遗盐商和盐

工活动的西秦会馆；有独具特色的盐帮菜系；有传统井盐生产的工艺和技术井盐深钻汲制技艺；还有反

映盐业经济的民俗风情年灯会、王爷会[1]。自贡市近年致力于旅游名城的打造，据统计，仅 2021 年自贡

市 17 个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583.9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48 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居四川

首位。但这其中盐文化旅游的贡献却差强人意，重要原因在于旅游产业方面融合发展较为欠缺，如将非

遗盐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合理开发，将其与研学旅行深度融合，将会使非遗盐文化更加绚丽多彩，推动盐

都乡村振兴伟大战略的发展。 

2. 乡村振兴下非遗传承与研学旅行耦合发展的意蕴“话语” 

2.1. 推动文化振兴 

研学旅行是“借助优秀历史文脉和丰富地理习俗的鲜活展演性、环境始源性和地域实践性，将研讨

性学习意识与休闲性旅行体验二者进行组合，让学习者能够获得全面体验的学习活动”[2]。非遗研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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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形式，它具有典型的教育性，是利用非遗元素，从教育的角度进

行产品组合和创意设置，将项目或活动以一个主题贯穿始终，从而将具有教育目的性的旅游产品提供给

研学者[3]。研学者在游学途中耳濡目染，通过研学导师、非遗传承人等途径了解盐文化的历史渊源、发

展脉络、基本走向。借助非遗研学旅行能推动相关文艺类演出的开展，如盐文化戏剧演出、社区开展盐

文化服务活动等，让当地人民享受到更多高质量的盐文化资源，丰富当地人的精神生活，让盐文化融入

人们的生活中，浸入到人们的意识内，促进非遗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获得创新性发展，最终实现推进

盐文化振兴的预期目标。 

2.2. 带动人才振兴 

研学旅行以“学习 + 旅行”的形式为载体，通过“身体力行”的状态发挥对参与者思想、文化和情

感等层面的独特育人价值，而它与非遗文化融合发展将进一步升华这些层面的价值。研学旅行作为一种

旅游产业发展新方向，具有强大的市场前景，非遗与研学旅行融合将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当地“筑

巢引凤”创造就业岗位。创新本土人才培育机制，诸如非遗传承人、文创者等，针对非遗从业者低学历、

高年龄等普遍现状，非遗研学旅行可以吸引贤士，注入新鲜血液，使非遗从业者的队伍素质得到提升；

这类群体通过政府、企业的系统培训，组织从业者参加专业能力培训，增强从业者的专业性，甚至部分

人将蜕变为行业精英，不断向乡村输送人才，实现人才资源再生，让非遗人才队伍更加强大[4]。 

2.3. 驱动产业振兴 

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是人民群众收入递增和人民群众幸福感增强的源泉，将研学旅行发

展为“研学 + 非遗”会极大地增强研学旅行途中内容的丰富性、独特性、产业性。非遗盐文化研学旅行

的开展，将在更大范围参与全域旅游旅游线路打造，提供展示、体验、教培、美食等多种类型的非遗旅

游产品和服务[5]，将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如文化旅游业、教育业、餐饮业(盐帮菜为代表)、娱乐等多个产

业的发展，也将吸引一大批相关产业入场，并入驻乡村，协调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乡村基础设施，

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3. 乡村振兴下非遗传承与研学旅行耦合发展的现实“塌陷” 

3.1. 耦合路径狭窄 

非遗盐文化资源单一，与研学旅行融合发展路径较为狭窄，核心竞争力较弱，对研学者吸引力弱。

研学基地所在乡村基础设施落后，导致非遗研学旅行不能支撑活动开展，对于研学者的到来不能保证其

正常生活有序开展，活动范围较为狭窄。乡村人才匮乏，加之人才引进难度加大，对于非遗盐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才支撑较为薄弱，也不能保障非遗研学旅行常态化开展，不能为其注入新鲜活力，

非遗研学旅行项目开发创新性思维较为单一。加之，地方财政资金支持较少，不能保证非遗研学旅行的

丰富性，不能为非遗研学旅行项目锦上添花。 

3.2. 文创价值羸弱 

非遗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当前与盐文化有关的大部分研学产品缺乏对内容的匠心设计。自贡市开

展的非遗盐文化研学旅行大多为组织学生参观盐业历史博物馆和燊海井，主要以观赏为主，研学效果流

于表面。不仅如此，对于非遗研学旅行的讲解内容，基于研学旅行的时间周期限制，工作人员对于非遗

项目通常只能做出有限介绍，有限的介绍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激发部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对于另

外一部分学生会形成“无感”情绪态度。同时，鉴于研学旅行时间的限制，对非遗形成好奇心和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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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也未能深入体验，只能带着“遗憾”被动接受单一路线活动安排而进入下一环节，最终致使研学

旅行失去原有的教育意义。这样的研学旅行项目，学生在其中只知其象、不知其意，难以实现通过研学

旅行激发学生传承和发扬非遗的作用，达到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的目的[6]。 

3.3. 设计创新不佳 

首先，在非遗盐文化研学旅行项目上，多呈现出以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为“主角”的传统游览形式

为主，旅游路线较多通过博物馆为中心进行简单组合，形式上较为初级，缺乏和研学旅行者的互动体验

以及文艺演出、现场体验、虚拟感受等新型游览形式。其次，针对非遗盐文化研学旅行所二次创作的文

创产品缺乏创新，大多“千篇一律”，对文化的依附性较低，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差，并未能针对不同社

会群体进行风格切入，尤其是针对研学旅行参与比例持续递增的 90 后与 00 后新生代游客难以产生吸睛

效用[7]。最后，研学主题是研学旅行课程的灵魂，研学课程的命名应是主题醒目、新颖有趣和贴近现实

的。纵观自贡市近年涌现的非遗研学旅行产品，课程的内容乏味、缺乏设计等问题比较突出，探究性问

题、开放性问题在课程方案中较少涉及，在一定程度上达不到教学意义。 

3.4. 市场秩序混乱 

研学旅行市场秩序不佳，当前国内研学旅行市场庞大，参与主体包括学校、旅游企业、旅游景区、教

育机构等，即使各级政府频频推出相关政策，但我国目前的制度体系和接待体系尚未完善[8]，研学旅行市

场仍然监督体系不到位、市场秩序较为紊乱[9]。随着研学市场的迅猛发展，行业中出现了以整合资源为目

标的社会组织，如全国性的各种研学旅行联盟，里面各种组织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很难进行组织与组织

之间的联合，这导致资源的区块分割与垄断，适用标准的混乱，行业供给主体资质不一，良莠难辨，行业

整体缺乏自我监管性，导致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学校主体在鱼龙混杂的研学课程与产品中难以抉择。 

4. 乡村振兴下非遗传承与研学旅行耦合发展的优化“策略” 

4.1. 瞄准双主体特性，开辟耦合多路径 

4.1.1. 加大对非物质盐文化遗产研学旅行项目的开发力度 
非遗盐文化资源禀赋，比如手工盐技艺、非遗传承人等。要加大对非遗的科学开发，从种类繁多的

非遗资源宝库中，找到并开发具有研学旅行价值与可行性的项目，使之能够与研学旅行真正融合起来，

既保证研学旅行的乐趣，又实现研学旅行的目的，发展成具有影响力与知名度、美誉度并存的非遗研学

旅行品牌。要引进更多有关盐文化的非遗类别与项目，特别是针对一些濒危项目、富有自贡地域特色的

项目，将之融入研学旅行中，激发这些濒危非遗项目的生机与活力，丰富当前现存的研学旅行种类。 

4.1.2. 加强对乡村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力度 
非遗作为地方民众集体记忆，具有受众广、接受强的特点。然而，当前我国诸多非遗传承中后继乏

人的传承现象并不鲜见，必须加大对传承人的培养力度，扩大传承人队伍的规模。非遗与研学旅行的融

合能够增加非遗项目所在地的旅游开发力度，鼓励当地引进并培养旅游专业人才。同时，还应鼓励当地

居民参与到非遗的宣传与服务之中，更有效地保留、保护非遗的原真性，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申请

政府专项资金和政策福利，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鼓励企业及个人投入资金，

鼓舞和吸引更多年轻人主动了解、学习和传承非遗文化。 

4.1.3. 完善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非遗研学旅行将带动与引进周边产业发展，如文化旅游业、教育业、餐饮业、交通业、娱乐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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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要充分做好研学基地规划设计，通过梳理研学旅行的产业链关系，积极寻

求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合作，充分吸引招商投资，扩大开发力度，加快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持续做大

做强非遗研学旅行产业链，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为旅游提质赋能作用，加快乡村经济发展，同时不断完善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基础功能品质，助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 

4.2. 聚焦双主体形式，挖掘文创实价值 

4.2.1. 研学产品开发应研究市场需求 
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对产品的需求不同，而不同参与人群对产品的需求也呈现差异度。因此，在进行

研学产品开发中应充分对目标人群进行划分，以麻雀解剖式态度剖析不同目标人群群体偏好，做到群体

偏好要素契合。家长和学生作为研学旅行的参与主体，关注重心多聚焦在内容多元性、安全卫生性和性

价比三个要素上。因此，在开发设计研学产品时应加入三个要素的思考。在研学旅行的路线制定上重视

交通安全和卫生条件，在研学旅行的活动设计中应涵盖趣味性高、体验性强、门槛度低的项目，在研学

旅行的项目开发时应设计多种套餐组合方式，确保研学旅行参与者能获得性价比高、安全卫生满意和内

容多元的研学体验。此外，学校是育人的主体，研学旅行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学校才能接触到学生及其家

长，且须在学校的支持引领下才能组织研学旅行活动，此外还应加强与学校的沟通与合作，在研学旅行

的前期、中期、后期充分倾听学校的诉求及反馈。 

4.2.2. 产品设计还应深挖非遗价值内涵 
众多研学主体认为现有产品内容存在专业性低、雷同度高、重游轻学等问题，说明非遗研学产品开

发须充分挖掘地方非遗项目特色文化符号，并结合当地实际，深挖非遗盐文化内涵与细节，避免千篇一

律。当前获取信息渠道多元化，相比互联网欠发达时期更容易获取信息，针对其开展的非遗研学活动不

应停留于片面的观览中，唯有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活动才能让研学群体得到更好的体验，从而有效实

现研学初衷[6]。 

4.3. 紧扣双主体内容，革新设计新理念 

4.3.1. 推出不同层次、需求的精品研旅路线 
对于新型盐文化的研学旅行推出，要尽可能规避主题活动的单一性，依据盐文化文脉分布和集体记

忆推出高层次、多需求的精品研旅路线。盐文化精品研旅路线是基于盐文化主题体验和普通研学旅行的

二次组合，需重点突出盐文化主题体验，不可等同于一般旅游路线规划。因此，在路线规划中，充分借

鉴教学标准内容，对标传统文化培育，立足盐文化因子，进行盐文化的全景式展示，借助多场地让研学

旅行参与者了解盐文化的丰厚底蕴，凭借多物品让研学旅行者感受盐文化的历史赓续，依托多参与让研

学旅行者领悟盐文化的厚重魅力，完成学生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双提升的培育目标，实现当代青年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厚植[10]。 

4.3.2. 增强非遗研学旅行的“互联网+”含量 
将非遗研学旅行引进“互联网+”后，可以增加非物质盐文化遗产的体验式展示，让研学旅行的社会

公众在体验的同时，开展思考与探索，实现传播与学习的双向交流。可以通过非物质盐文化遗产项目的

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抖音小视频、APP 小程序等新媒体方式，多角度、立体化地传播相关知识，让

不具备实地研学旅行的人们能够体验到非遗盐文化研学旅行的内容。加强非遗盐文化研学旅行的网络宣

传力度，用网络提升宣传的效率与效果，让地域特点鲜明的非遗盐文化能够通过网络传播面向全国、走

向世界，提升非遗盐文化研学旅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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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开发 VR 等高科技实现历史活化 
随着数字技术变革，非遗研学旅行需要不断创新。如三星堆文化不断地被创新呈现方式向人们介绍

着古蜀文明，在技术方面，推出了“数字博物馆”利用 VR 技术制作了体验感十足的云展厅，通过“数

字盐文化博物馆”的方式，打破传统式展览的现实边界，将研学旅行参与者置于不同的时空下去沉浸式

感受盐文化的历史变迁，致使研学旅行参与者对非遗盐文化了解更为深入；在产品方面，推出了形式多

样的文创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创产品，激活盐文化后的历史温度，将盐文

化具象化，让研学旅行者体验感增强。通过新技术和新产品联结盐文化，不仅让文物活了起来，而且使

得盐业文明“出圈”，建立了与不同圈层受众之间的联系[11]。 

4.4. 围绕双主体定位，制订市场正常秩序 

4.4.1. 创建文旅 + 教育协同发展机制 
要实现研学旅行的价值最大化，应围绕文旅和教育的定位，搭建文旅 + 教育协同发展机制，畅通文

旅部门和教育部门对话通道，协同探讨研学旅行发展方案，协同制定研学旅行实施意见。一方面，通过

政府牵头对有相关资质和有发展能力的企业与盐业历史博物馆、燊海井等文化场所进行“牵线搭桥”，

鼓励引导双方合作开发，统筹研学旅行发展建设，保证研学旅行内部“健康成长”。另一方面，由政府

相关部门负责对研学旅行参与企业机构的常态化监督和动态化管理，确保研学旅行在安全卫生、教育质

量和收费标准等方面呈现乱象，以制度制约参与企业机构，防范研学旅行外部“野蛮生长”。 

4.4.2. 培养非遗研学旅行专业人才 
当前，我国从事导游行业人数众多，但在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方面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现状。参差不

齐的导游水准会深远影响研学旅行的大众感官，导致社会对研学旅行滋生“厌弃”情绪，不利于研学旅

行发展，因此，培养非遗研学旅行专业人才势在必行。首先是对于当前研学旅行从业人员，应针对研学

旅行的特点进行系统性培训，培训后进行考核，并根据培训结果确认工作场所和资格认定，同时，后期

应做到常态化考核、透明化考核，确保从业人员保持动态学习观念，持续提升业务能力。其次是积极吸

引优秀高校毕业生前来就业，通过新鲜力量的加入，带来业务创新新活力和理论培训新实践，推动整个

研学旅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升。 

4.4.3. 多方配合共同优化市场秩序 
盐文化研学旅行作为盐文化为主题的旅行活动，除具有教育属性、旅游属性之外，同时也兼备经济

属性。因此，盐文化研学旅行并非某单一政府部门可以“大包大揽”负责，发展“一言堂”。而是需要

诸多政府部门协同参与、多方配合和群策群力。在盐文化研学旅行的卫生安全上，应积极寻求卫生部门

和安全部门介入参与，统筹协调盐文化研学旅行的全局规划和细节部署。在盐文化研学旅行的教育质量

上，应积极依靠教育部门和监管部门介入参与，保证项目设计、内容展示、产品质量和收费标准的科学

性。在盐文化研学旅行的基础建设上，应积极协同住建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介入参与，协同探讨研学旅行

基地建设和配套设施规划。通过多部门多方配合，实现由盐文化研学旅行所形成的市场走向正常秩序。 

5. 结论 

非遗盐文化和研学旅行融合发展是对非遗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符合“以文促旅，以

旅彰文”的乡村振兴重要途径。挖掘非遗价值底色、研究非遗研学旅行耦合发展路径、制定人才培养体

系及规范市场正常秩序，将有助于促进非遗文化和研学旅行的有效结合，进一步促进非遗研学的发展，

以及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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