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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设
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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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少数民族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发展从无到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同时实现了

快速成长，是在国家及许多地方政府的共同扶持下才呈现的结果。体育总局在 2017 年共批准了 96 个建设单位。据

了解，很多小镇是在指标分配政策下，盲目申报，就使得整个有关运动休闲特色或体育特色小镇发展缓慢甚至是停

滞。所以，本项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体育文化以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活动产业及地区旅游业相融合

形成新型产业为主导，获取收入而形成的聚集产业，以悠久的体育历史文化及别具一格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为主导，

再结合少数民族地区那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地域特色景观，打造有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运动休闲的特色景观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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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sports and leisure characteristic towns has grown from scratch, 
showing a good momentum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achieving rapid growth,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support of the country and many local governments.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approved a total of 96 construction 
units in 2017. It is understood that many small towns blindly declare under the quota allocation policy, resulting in slow or 
even stagnant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leisure characteristic or sports characteristic towns. Therefore,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heritance of sports cultur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ctivity industry and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o form a new type of industry, and the formation of a gathering industry that 
generates income. It is dominated by a long history of sports culture and unique ethnic minority sports activities, combined 
with the ingenious and natural regional landscape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create a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town with ethnic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sports, and leisure.
Keywords: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characteristic towns; sports and leisure; landscape tourism

1 引言

目前，对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的具体概念在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调查中并没有得到统一。

所以，关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小镇发展并没

有清晰的路线，在 2017 年体育总局共批准了 96 个建设单

位。据了解，很多小镇是在指标分配政策下，盲目申报，且

有些小镇根本不具备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发展的要求却依然申报，导致很多运动特色小镇根本

发展不起来，就使得整个有关于运动休闲特色或体育特色小

镇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滞，而国家体育总局在实践中存在诸多

问题，直至运动休闲小镇在 2018 年暂停了审批。但是，少

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新时代下体育

文化行业发展聚集地，它是新型城镇化富饶的表现，追求新

型化和标新立异的体现。它具有体育各相关产业及旅游业相

融合发展的偌大的潜能。所以，论文在已有的研究中出发，

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以便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有一些新的突破和成就。

2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和特色环境及其景观设
计的特点

2.1 健身性特征
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和现代体育运动是有异同样的，

相似之处都体现在运动中承受一定的生理负荷，以身体活动

的方式进行，都有一定的竞争性，并且都可以促使人体内的

物质的交换和再生。在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许多运动都极

具显著的强身健体功效，如藏族的押加、侗族的抢花炮、回

族的木球等。不同点在于，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和现代的体

育运动相比，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更具有强烈的文化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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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信仰，每项运动都赋予特殊的民族精神和信仰，但归根

结底的说，不同的运动在生活业余之际都能得到体育锻炼和

精神的放松。

2.2 参与性强
与传统的观光景区旅游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运动休

闲体育旅游主要注重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游客可以亲自参与

到当地的体育活动中，身临其境的感受其中的乐趣和魅力，

还可以享受来自当地少数民族悠久的体育历史文化。这种亲

身参与式的新型旅游方式，不仅能够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满

意度，还能给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带来创新和传承。

3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和特色环境及其景观设
计的主要任务

3.1 少数民族运动休闲与体育文化传承双边特色小镇
该类型的特色小镇主要以形成以多样化，娱乐性与体

验性为主要特征，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发展基础，建设少数

民族体育文化与现代技术创新理念融合当地景观特色，形成

别具一格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该

小镇主要强调休闲、娱乐、参与性、文化教育，注重游客体

验和文化传承。

3.2 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康复、康养特色小镇
该类型同样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时代的发展

与进步，促进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民把更

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提升自我幸福感上，加速了各种附属环境

的发展。而少数民族地区得天独厚，依山傍水，并有了建设

健康养生特色小镇优势。该小镇主要以运动量低、频率低、

强度低、风险低，而效率高、回报高收益高的运动项目为主。

主要面向老年人群、亚健康人群、残疾人群等，这样就使投

资，环境得到最大的收益和回报，并且形成了完善的、具有

针对性和整体性的健康养生流程和服务。

4 基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景观环境

4.1 自然景观
要充分的利用少数民族的自然景观，如特色的地貌、

山水、建筑物等，然后将自然的纯天然元素与少数民族传承

体育文化，或者行为习惯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又让

人眼前一亮的自然特色景观环境。例如，自然景观中设置与

当地文化相关的体育活动和体验项目或者利用地形地貌建

设具有挑战性的户外运动场地。

4.2 人文景观
人文景观是咱们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与全程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非

常契合。在少数民族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中，可以建设与少数

民族体育文化相关的建筑、雕塑、壁画等人文景观，展示当

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行为习惯、风俗、故事传说的历史来源等。

同时，也可以举办各种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如传统体育

项目比赛、传统体育项目表演赛、体育项目交流等，营造浓

厚的文化氛围。

4.3 生态环境
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中，

应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的规划

和技术创新手段，保护当地环境的生态平衡，减少对当地环

境的破坏和污染。同时，可以开展生态环保和旅游文化的教

育活动，增强游客保护环境的意识。

4.4 完善服务设计
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设

计中，要提供更好的服务，特色小镇应配备基本的，相应的

服务设施，如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另外在运动方面，

应当根据少数民族完成体育文化的运动休闲的主题，建设完

善的运动设施设备，包括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体育场馆、一

些户外运动场地、健身设施等。最后，就是要注重无障碍设

计，为残疾人士和老年人提供便利的通行和使用条件。因为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风景优美，四季暖和，是养老，康复的最

佳选地。所以，无障碍设施应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同时注重

实用性和安全性，设计应与当地文化和环境相协调，同时注

重实用性和舒适性，体现人文关怀和社会道德。

5 基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景观设计要素

5.1 保护与发展
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设

计过程中，应注重保护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传统和特色。同

时，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技术创新的手段推动其发展，减少当

地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通过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方式，使少

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景观既具有悠

久历史的底蕴又具有时代进步的特征。

5.2 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参与
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设计应

注重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尊

重他们的传统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和各种行为习惯。通过当

地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参与，可以提高当地居民对景观设计

的参与度，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促进少数民族社区统

一和谐的发展。

5.3 政策支持
当地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为好受民族体育文化传承

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景观设计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同时包括税收优惠、金融扶持，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政

府应当加强监管，确保景观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和满意度。少

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景观设计也需

要专业人才的支持和参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应积极引进和培

养相关领域的人才，建立完善的人才体系和特色小镇发展的

持续战略，提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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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的专业水平。

5.4 加大宣传推广，积极合作与交流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景观设

计应注重宣传推广，通过网络媒体，当地新闻，抖音视频等

方式，提高小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样的宣传推广可以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促进当地小镇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另外，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应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与相关领域发展较好的特色小镇进

行合作探讨。同企业、报社、机构、媒体等进行合作，共同

研究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创新发展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通过

交流学习与合作，可以促进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以及技术创

新，提高景观设计的整体水平。

6 基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景观设计表达方式

6.1 文字表达
通过文字的方式，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介绍和阐

述，使游客能够了解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历史、少数民族人

民的风俗、行为习惯和文化内涵。文字表达可以应用于网络

线上宣传、实物宣传册、导游图等方面。

6.2 网络表达
利用网络，通过媒体将绘画、摄影、图表等素材发布

到网上，直观地展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色和魅力。网络

的传播可以将图像表达更加清晰、直白、直观的让游客了解

和感知当地文化。

6.3 文化熏陶
通过展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械、服装、道具等实物，

让游客亲身感受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物表达可以设置在

博物馆、展览馆等场所，让游客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当地文化。

6.4 表演表达
通过组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活动，让游客亲身体

验当地文化的韵味。表演内容可以包括传统体育项目赛事、

体育项目的民间表演，以及传统体育项目和游客共同进行

的表演赛等，让游客在观赏和参与中感受到当地文化的独特

魅力。

6.5 互动参与表达
通过设计互动性强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和体验项目，

让游客亲身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当地文化的魅力。例如，组

织一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宣传活动或者演讲，增加游客的

兴趣和参与度，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7 基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景观设计方法

7.1 生态环境
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中，

应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的规划

和技术创新手段，保护当地环境的生态平衡，减少对当地环

境的破坏和污染。同时，可以开展生态环保和旅游文化的教

育活动，增强游客保护环境的意识。

7.2 完善服务设计
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设

计中，要提供更好的服务，特色小镇应配备基本的，相应的

服务设施如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另外在运动方面，

应当根据少数民族完成体育文化的运动休闲的主题，建设完

善的运动设施设备，包括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体育场馆、一

些户外运动场地、健身设施等。最后，就是要注重无障碍设

计，为残疾人士和老年人提供便利的通行和使用条件。因为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风景优美，四季暖和，是养老，康复的最

佳选地。所以，无障碍设施应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同时注重

实用性和安全性，设计应与当地文化和环境相协调，同时注

重实用性和舒适性，体现人文关怀和社会道德。

7.3 品牌形象与市场推广
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设

计中，要注重塑造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品牌形象。通过显

而易见的标志、朗朗上口的口号、视觉识别的差异等方式，

传达少数民族小镇独特的文化特色和上的价值理念。同时，

利用市场推广手段，如广告、公关活动、社交媒体等，来提

高当地小镇的吸引力和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和

体验。

7.4 监测与评估
建立监测与评估机制，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景观设计的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和监测。

根据评估的结果，及时调整和完善设计方案，确保特色小镇

景观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特色小镇景观的水平。监测与评估也

可以为未来的设计提供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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