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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研究问题透视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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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户外运动在我国的开展尚处初级阶段，但发展势头强劲。 利用国内主要学术期刊文献等数据，梳理分析了我

国户外运动研究的现状，已有研究主要涉及户外运动及户外运动产业的发展、高校户外运动的开展及课程教学、户外

运动安全问题、户外运动主体特征等方面。 指出，今后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构建一个多维的研究框架与模型；积极

借鉴相关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吸引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多层面、多角度展开研究；加强对户外运动主体特征及相

关机理、规律的研究；加强户外运动资源的开发与规划方面的研究，加强不同目的地之间开展户外运动的横向对比研

究及同一目的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历时性研究。
关键词：户外运动；产业；课程教学；安全；户外运动者特征

中图分类号：Ｇ８１１． 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 － ７４１３（２０１８）０２ － ００５４ － ０６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Ｌｉ，ＨＵ Ｂｅｉ⁃ｂｅ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ｈｕ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ｕ ２４１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ｒｏｓｅ ｌ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Ｂｕｔ ｉｔ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ｓ ｖｅｒｙ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ａｊ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ｎ，ｅｔ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ｂｒｉｎｇ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１） Ｉ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ｍｕｌｔｉ －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２） Ｉ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ｂｓｏｒｂ ｍｏｒ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ｐｅｓ；（３） Ｉ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４）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ｍａｎ

１　 户外运动概述

户外运动起源于 １８ 世纪的欧洲，原义是指在自

然场地上进行的体育活动。 专业的户外运动包括登

山、远足、滑雪、攀岩、露营、漂流等项目，具有很大的

挑战性和刺激性，属于极限和亚极限运动。 户外运动

在中国的发展最早是由登山探险运动开始的，伴随着

登山探险运动的引入，经历了探索和学习阶段（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初）、兴起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至 ２００３ 年左右），开始步入规范化发展阶段（２００４ 年

至今）。［１］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山地户外

运动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这标志着户外运动

从自发、萌芽阶段走向了规范发展的新轨道，也实现

了里程碑式的跨越，预示着中国户外运动项目的进一

步发展和飞跃。 随着时代发展，户外运动的外延和内

涵都发生了变化，正以一种更加自由、随意的运动方

式，日益受到大众的青睐。 户外运动的快速发展带动

了相关研究的增多，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和

热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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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户外运动的概念，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 原

中国登山协会户外运动部主任李舒平指出，户外运动

属于边缘体育项目，起源于两个结合部，一个是多个

体育项目的结合部，一个是体育、旅游、科学探险的结

合部，是结合、渗透、融会后而创新的结果。［２］ 根据国

家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的定义，户外运动是一组以自然

环境为场地（非专用场地）开展的带有探险性质或体

验探险的体育项目群。 主要包括陆地、水上、空中三

大类。 虽然不同学者对户外运动的定义表述有所不

同，但对户外运动的特征基本形成了以下共识：第一，
以自然环境为活动场地，即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或与

自然界紧密结合。 就开展场地标准进行项目划分，自
然环境中开展户外运动有别于人工体育场地开展的

室外运动。 第二，户外运动是具有探险性、体验性的

体育运动。
本研究结合我国户外产业的发展现状，依托中国

知网 ＣＮＫＩ 这一研究平台，通过对有关户外运动的学

术文献梳理，分析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
期拓宽户外运动研究视角，为我国户外运动发展提供

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２　 户外运动研究现状

为了对我国户外运动的研究情况进行整体把握，
笔者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

检索，检索词为“户外运动”，检索后对原始结果进行

了筛选，剔除重复文献及学术意义甚少的文献，统计

结果不完全等同于相关论文发表数量，但能基本反映

户外运动研究总体态势和状况。
通过文献检索可知，我国学者对户外运动的学术

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２００４ 年，当年有 ３ 篇，但持续增

长，２０１１ 年起，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年均发文 ８０
篇以上，仅 ２０１６ 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已达 １０５ 篇。 检

索发现，关于户外运动研究的硕博论文从 ２００６ 年开

始出现，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底共有 １５８ 篇，其中博士论文

４ 篇，硕士论文 １５４ 篇。 从文献数量分布看，关于户

外运动的学术研究近年来一直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

势。 从基金资助方面看，国家级基金资助 １６ 篇，省部

级及以下级别基金资助 ３７ 篇。 从文献发表的刊物级

别看，核心刊物的比重较小，其中以北体、上体、成体、
沈体、武体、首体等高校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发表在体

育学核心刊物为主，由此可见体育学基础对于户外运

动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研究的学科背景看，已由原来

单一的体育学科向社会学、旅游学、艺术学、经济学、
管理学等领域延伸，说明户外运动的发展正逐步引起

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数量不多。 具体集

中在以下方面：
２． １　 高校户外运动开展及课程教学的相关研究

２． １． １　 高校户外运动开展的相关研究

２００２ 年教育部把户外运动作为面向全国普通高

校大学生开展的课程内容，随着全国范围素质教育改

革的全面推进，户外运动在高校开展不断升温，从
２００６ 年起，陆续有学者对山西、北京、上海、昆明等地

高等院校户外运动的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方面进行

研究。［３ － ５］多位高校教师撰文论述了各地高校开展户

外运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针对

大学生户外运动开展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些高

校多分布在户外运动开展较为发达的省、市，如海南

省、广东省、浙江省及济南、杭州、长春、武汉、沈阳、成
都等地。［６ － １０］

２． １． ２　 高校户外运动课程教学的相关研究

杨汉指出，户外运动教学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有助

于培养大学生坚定的信念、坚强的自信心和勇敢顽强

的意志品质，有助于实现教育部《纲要》的课程目标，
并最早对户外运动教学体系的设立及教学实践进行

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１１］之后，陆续有多位学者撰

文探讨高校户外运动课程开设的可行性、意义及改进

措施。［１２ － １４］陈志坚等［１２］、高林洲、兰青等、徐鹏［１３］ 也

先后撰文探讨户外运动教学体系的构建。 李凌运用

比较体育学的理论方法对中日高校户外运动的课程

内容和标准进行详尽的对比分析，认为中国的高校户

外应该趋同日本高校，弱化竞技户外，强化体验户外，
并提出了“绿色户外、人文户外”的崭新户外理念。［１５］

随后，多位学者对高校户外运动课程教学及产学研一

体化进行了相关研究。 叶常青、王加益对高校户外运

动课程中融入“绿色教育”的教学模式提出了课程改

革设想。
２． ２　 基本概念、理论探讨及国外经验借鉴

关于户外运动的概念，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 其

中，以国家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王莉等、李红艳、李香

君等、刘凤香、李久全等学者的观点较具代表性。 李

红艳在系统回顾户外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上，界定

了户外运动的概念，分析了其主要特征、形式与价值，
并对几个相近的概念，如自助旅游、极限运动、探险运

动、体育旅游、拓展训练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

较。［１］刘凤香指出户外运动与体育旅游都具有异地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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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暂时性和非就业性，都具有旅游活动的特点。 但

二者研究重点不同，前者着重于“运动”，而后者则侧

重于“旅游”，并指出了在体育旅游专业的课程设置、
两者的产业发展、理论研究方面应注意的问题。［１６］ 孙

永生从运动项目、教育和休闲游憩 ３ 个角度对我国户

外运动相关概念进行了评析。［１７］ 张雨在对山地户外

运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该项赛事在我国的发展现

状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山地户外运动赛事

的组织理论、环境与战略，并以竞赛规则和技术官员

的人力资源管理为主体进行竞赛管理研究，探讨了山

地户外运动赛事组织的实施与控制的具体措施。［１８］

此外，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对户外运动

进行了理论探讨。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界定

户外运动的相关利益者并对其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

上，指出我国的户外运动与户外运动爱好者、户外运

动爱好者与户外运动俱乐部、户外运动俱乐部与教练

员之间的利益格局均呈现明显失衡态势。 这种核心

利益相关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失衡是目前我国户外运

动及其核心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特征的典型表现。 认

为要建立我国户外运动行业的利益和谐均衡机制必

须实现政府各管理部门职能相互协调角色转换，完善

各方制度。 齐震、李彦杰从休闲视角审视户外运动，
指出户外运动是为了追求巅峰体验，称之为“畅”的

最佳状态。 王利分别从冲突社会学、社会进化论、互
动社会学理论视角诠释户外运动的社会学意义，以便

更好地理解户外运动积极的社会推动作用，促进现代

社会的和谐统一。
户外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较为成熟，梁海燕

等在借鉴美国户外运动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我国

应增强大众的参与意识；制订完善政策和法规，确保

行业健康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整合区域优

势，规划户外运动资源开发；促进青少年儿童广泛参

与；强化行政管理职能，加快各类组织发展。［１９］ 美国

户外运动独特的地域、人群、项目结构特征得益于其

市场导向的项目培养机制、政府与社会责权分明的良

性互动机制、校内外相互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

以直接消费品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方式，因此范旭东等

提出要加快立法、建立突发情况处理机制、加快户外

专业人员的培养、鼓励赛事开发、加大宣传力度等

建议。［２０］

２． ３　 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现状及对策的研究

户外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既有从宏观层面进行的分析，如王峥等、王

晋对我国户外运动的发展现状及对策进行了研究，李
萍等对中国户外运动公共政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赵
连保、史斌等分别对户外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

究；刘天太对户外运动的发展趋势与普及方式进行了

分析。 也有以省域为研究对象，如李萍、周红伟等、任
懿分别对湖南省、浙江省、山西省户外运动的发展现

状及市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此外，还有不少学

者结合具体城市、区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研
究案例地包括上海、桂林、西安、长沙、伊宁、黄石等城

市及铜仁、广西乐业天坑、大理等地区。
２． ４　 户外运动产业的相关研究

２． ４． １　 户外运动产业研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户外运动已经从

小规模、专业化的特定狭小群体逐步发展成为群民性

质的户外休闲娱乐活动，也带动了户外产业在中国的

蓬勃发展，关于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
营销策略及价值创新策略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涌

现。［２１ － ２３］学者们多从政策扶持、赛事拉动、中介服务

等方面出发构建发展体系，也有从户外运动产业发展

的内外部环境出发，提出相应发展战略。
与国外相比，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处于产业发展的

幼稚期，市场的总体规模还比较小，市场潜力尚待进

一步开发；［２２］目前我国的户外运动多是从体育运动

的角度考虑，产业链较短，仅仅包含活动的组织、户外

用品的生产和销售；［２４］ 此外，还存在户外产品品种

少、同质开发现象严重、创新开发不够、深度开发欠缺

的现象。 造成的原因主要有“户外运动”定义狭窄、
商家经营思想狭窄局限、商家的营运策略病态发展、
竞争意识薄弱、品牌文化缺失。［２３］

梁佼佼将户外自助游产业构成概括为“核心 －
外围”的圈层结构。 核心部分包括户外自助游咨询

网站与论坛、户外旅游用品专营店、户外自助游俱乐

部、户外自助游图书出版业；外围部分包括专业培训

机构、旅游保险咨询机构、救援体系、心理咨询机

构。［２５］户外旅游产业涵盖范围较大，目前外围部分发

展普遍还不成熟，致使核心部分问题发展受阻，产业

发展不均衡。 要明确户外旅游市场，不同市场群体具

有不同的旅游需求，因此户外产业发展存在两条发展

道路，即专业级别的“驴友”和大众消费市场［２６］，且随

着休闲观念的转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大众消费市场

发展潜力巨大。 此外，分析户外旅游资源，还得根据

旅游目的地自身旅游资源特点来选择适合的户外旅

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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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户外用品市场研究

户外用品行业是随着人们亲近大自然休闲生活

方式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朝阳产业。 受益于 ＧＤＰ 的高

速增长、城乡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升、城镇化进程和

消费升级，户外运动这种积极健康生活方式在我国呈

现出高速成长的趋势，其蓬勃发展亦带动了户外用品

消费需求的繁荣。 户外用品市场在美国属于成熟市

场，２０１５ 年美国户外用品零售市场规模为 １２６． ７ 亿

美元。 据户外用品分会统计，２０１６ 年，中国户外用品

市场整体零售总额约 ２３２． ８ 亿元，目前中国人均户外

用品消费金额不足欧美市场的 １ ／ ４。 虽然户外运动

产业成长性好，但在整个体育用品市场中所占份额依

然有限，仅占 １ ／ １０００ 左右，而欧、美、日、韩等国比例

一般在 １５ ％ ～ ２０ ％ 。 此外，由于实体零售业下滑，
全行业增速放缓，市场竞争逐渐加剧。［２７］ 国内生产企

业无论是品质品种、设计理念，还是营销方式与渠道，
都与国际品牌有一定差距。［２１］

２． ４． ３　 户外运动组织、管理研究

户外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稚幼阶段。 在组

织类型上，我国户外运动组织机构根据其经营性质可

以分为盈利性组织与非盈利性组织。 盈利性组织主

要以户外俱乐部、旅游公司为主体；非盈利性的组织

机构主要是由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和各地的协会组成，
主要包括：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

山协会、各地市登山协会、各地市体育局下设的管理

户外运动的相关部门，［２８］同时还包括一些民间组织、
高校学生社团等。 在组织方式上，目前国内户外运动

参加的组织方式主要有政府部门、俱乐部、网络论坛、
个体 ４ 种模式。［２９］

随着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旅游网站作为提供旅

游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逐渐成为大部分潜在游客出

行前获取信息的主要参考来源。［３０］ 网络在户外旅游

组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尤其是网络

论坛将成为游客获取旅游信息、分享旅游经验的一个

互动平台。 韩冰等选择 １９ 个户外运动网站，构建户

外运动网站的论坛功能评估框架，分析表明，论坛的

互动作用对个人出行行为具有很强的导引作用，论坛

的互动作用对个人出行的影响集中到论坛管理、财务

报告和出行召集三大板块上，并由此分析了户外运动

网站论坛的建设问题。［３１］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户外

运动网站的区位、运营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探讨。
户外运动俱乐部是一批生产规模化、系列化户外

运动或比赛产品的部门或企业［２２］，这一概念反映出

目前户外运动俱乐部的经营内容主要以户外运动组

织和户外运动器材、装备销售为主，也涉及到户外运

动培训、户外咨询等业务。 目前很多城市，如沈阳、杭
州、郑州［３２］等地的户外运动俱乐部均出现经营内容

“旅游”烙印特别明显的现象。 因此随着旅游大众

化、体验化发展，户外运动俱乐部也纷纷效仿旅行社、
旅游公司，以非制度化游客为市场目标，组织户外旅

游活动，扩大经营内容，延长产业链。 户外俱乐部的

管理分内外监管两种类型。 外在的主要体现在国家

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如《登山户外运动俱乐部

及相关从业机构资质认证标准》。 内部管理的核心

是制度问题，龚君良指出目前户外运动产业缺乏专业

技术人才，户外运动领队、教练法律制度还有待进一

步完善。 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户外安全事故频频发生，
人员流动性较大，户外俱乐部资质认证条件不足以及

组织混乱等问题。
户外运动适应体验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游客的

认知与体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旅游本身，梁强直

接将此过程描绘为消费者对产品提供者所提出的价

值主张的一个验证过程，并认为验证的结果直接影响

着俱乐部的信誉和价值吸引度，这说明了游客感知价

值对户外旅游的重要性，满足参与消费者的价值体验

是户外运动俱乐部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３３］

２． ５　 户外运动安全的相关研究

户外运动的多数项目是探险活动，如登山、攀岩、
野营、远足、攀冰等项目，有很大的刺激性和挑战性，
属极限和亚极限运动。 它能让人亲近自然，挑战自

我，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提高野外生存能力。 然而人

们在热衷户外运动的同时，常常也会面对由此带来的

安全问题。 基于此，学术界近年来陆续展开了关于户

外运动安全的认知及现状调查、户外运动引发安全事

故的归责研究及法律制度的现状方面的研究，并积极

探讨构建保障体系的相关对策。［３４ － ４１］

２． ６　 户外运动主体特征的研究

户外运动参与者是户外运动的主体。 正是由于

他们的产生和规模的扩大，才促进了户外运动产业和

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现象的产生与发展。 因此，研究

户外运动首先必须研究户外运动参与者。 近年来，已
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

翟丽娟对中美大学生户外运动的现状及动机因

素进行了调查和比较研究。 赵云书等对成渝两地不

同人群户外体育运动的需求进行了调查分析，［４２］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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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等通过分析认为，“高需求、低消费力”人群是目前

湖南省内以及国内户外运动产品的主要消费人群；
“质量低，价格低” 的产品在国内供应中占较大比

例。［４３］高建磊等［２９］、单思聪［４４］ 分别分析了京、沪、穗
三城市及吉林省户外运动群体的活动行为及消费特

征，黄继珍对广州市女性户外运动参与者的人口学特

征、参与动机、参与体验等进行了调查研究。［４５］

苗凤祥利用社会互动理论及塔克曼的群体发展

阶段理论，通过对户外运动群体成员间互动过程的考

察及对群体凝聚力的测量分析，得出趣缘群体社会互

动的一些基本特征。［４６］黄浩以长沙市为案例地，对该

市户外运动市场的目标及潜在消费群体的需求进行

调查研究，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确定目标市场，并提

出合理的市场定位策略。［４７］

３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对国内关于户外运动文献进行全面梳理

的基础上，归纳了户外运动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 其

中，实证研究及定性分析占较大比例，而基础理论研

究相对匮乏，理论研究滞后于户外运动实践的发展，
不利于户外运动的持续发展。 今后应加强基础理论

的研究，澄清相关概念，运用系统论方法构建一个多

维的研究框架与模型，以便更深入地把握户外运动的

内在发展规律，为户外运动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

支撑，促进户外运动的蓬勃发展。
从本质上来看，户外运动是一种休闲、旅游、体育

融合的产物。 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大户外” “泛户

外”的概念， “户外”不仅仅是一个探险和挑战，更是

一种与城市生活相对立的生活形态，是建立在提高生

活质量基础上而进行的一项活动方式。 然而，目前国

内学者对该领域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已有研究多为

体育学专业背景学者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和探索性研

究，内容集中于现状研究、安全问题研究、课程教学研

究。 户外运动涉及面广，相关内容错综复杂，户外运

动研究亟须扩展研究领域，在利用和深化传统研究内

容的同时，可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吸引旅游学科、管理学科、心理学科、社会学科背景学

者，多层面、多角度展开研究，方能逐步透过现象看

本质。
此外，已有研究侧重于现状的客观描述，忽视了

对户外运动主体特征的分析。 基于户外运动主体的

动机、消费需求及行为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利于准确地

进行市场细分，从而制定相应营销策略，为市场提供

适销对路的产品，进而带动户外运动用品市场、服务

市场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因此，今后应结合户外运动

主体的特点，以使研究结果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国内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东部、南部发达城市、地

区，这与上述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一致。 我国地域辽

阔，户外运动旅游资源丰富，为中国户外运动的发展

奠定了绝佳的先天基础，然而目前针对西部资源丰富

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今后应加强

该类型地区的研究，并加强户外运动资源的开发与规

划方面的研究。 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有助于理解不

同时间或地理尺度下的发展过程和变化，然而，目前

关于不同户外运动目的地之间的对比研究几乎是空

白，今后应加强不同目的地之间开展户外运动的横向

对比研究及同一目的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历时性研究，
包括对其发展的趋势研究、被调查者及被调查目的地

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研究等，不断归纳总结其内

在发展规律，为户外运动组织者及相关产业经营者提

供有针对性的组织、经营、管理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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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成都：四川大学，２００６．
［７］周红伟． 浙江省高校学生户外运动现状调查和分析［ Ｊ］．

体育科学研究，２００８，１２（２）：８９⁃９１．
［８］谢科，李兵，伍波． 广东省高校学生户外运动状况调查

［Ｊ］．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２０１０，２６（２）：４３⁃４４，４７．
［９］钟镇吉． 长春市高校大学生户外运动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Ｄ］．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０．
［１０］孙辉． 我国高校户外运动发展研究［ Ｊ］． 体育文化导刊，

２０１４（３）：１３８⁃１４１．
［１１］杨汉，董范． 高校体育课程———户外运动教学体系的研究

［Ｊ］．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８（６）：７８９⁃７９１．
［１２］陈志坚，董范． 户外运动教学体系的研究［ Ｊ］． 武汉体育

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４０（６）：１０６⁃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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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孙永生，史登登． 户外运动相关概念辨析［Ｊ］． 体育学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６⁃５９．

［１８］张雨． 我国山地户外运动赛事组织理论与实践研究［Ｄ］．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２０１１．

［１９］梁海燕，陈华． 美国户外运动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Ｊ］．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２４（１）：６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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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梁强，李芃松． 基于隐性需求挖掘的户外运动产业价值创

新［Ｊ］．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２２（３）：２１４⁃２１７．
［２４］甘志娟，程晓娟，李慧等． 户外运动的界定综述［Ｊ］． 现代

商业，２０１１（６）：２７８⁃２７９．
［２５］梁佼佼，曾荣青． 中国户外自助游的概念性定义及趋势发

展研究［Ｊ］．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７，１８（４）：
５３３⁃５３６．

［２６］赵爱玲． 户外产业现“口红效应” ［ Ｊ］． 中国对外贸易，
２０１０（６）：６０⁃６３．

［２７］中国质量新闻网． 《２０１６ 年中国户外用品市场调研报告》
在京发布，户外用品行业步入消费转型期 ［ ＥＢ ／ 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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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周立华． 国内外体育旅游开发的比较研究［Ｊ］． 武汉体育

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３９（１）：２３⁃２５．
［２９］高建磊，张朝晖，辛洪涛．京、沪、穗城市户外运动群体的消费

行为研究［Ｊ］．体育世界（学术版），２００９，（２）：３５⁃３６．

［３０］程霞，单芳．旅游网站特性对潜在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Ｊ］．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８（１）：６３⁃６９．

［３１］韩冰，路紫．户外运动网站论坛功能评估及其互动作用对个

人出行行为的导引［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７，２２（１）：５８⁃６２，１２８．
［３２］门传胜． 沈阳市户外运动俱乐部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

［Ｊ］．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５（３）：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９．
［３３］梁强，罗永泰． 需求导向的我国户外运动产品体验营销创

新［Ｊ］．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３３（１）：１７⁃１９．
［３４］刘雪芹，黄世席． 美国户外运动侵权的法律风险和免责问

题研究———兼谈对中国的借鉴［ Ｊ］．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２４（３）：２５３⁃２５６．

［３５］郑向敏，范向丽，肖蓓． 大学生户外运动与休闲安全认知

分析［Ｊ］．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３（２）：４２⁃４４，５２．
［３６］周红伟． 我国户外运动安全保障系统的构建研究［Ｊ］． 南

京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２４（２）：９２⁃９６．
［３７］谢朝武． 基于聚类和最优尺度分析的户外拓展运动的安

全风险研究［Ｊ］． 旅游学刊，２０１１，２６（５）：４７⁃５２．
［３８］刘苏． 我国户外运动法律规制模式研究［Ｊ］． 武汉体育学

院学报，２０１１，４５（４）：３３⁃３８．
［３９］韩飞，于善旭． “ＡＡ”制自助游户外运动事故法律争议探

析［Ｊ］．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２８（２）：１７１⁃１７５．
［４０］李中华． 我国登山户外运动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研究［Ｊ］．

四川体育科学，２０１３，３２（３）：１０４⁃１０６，１２３．
［４１］郑向敏，吴倩倩． 我国户外运动安全事故分析［ Ｊ］． 体育

文化导刊，２０１４（３）：４７⁃４９．
［４２］赵云书，袁革． 成渝两地不同人群户外体育运动需求调查

分析［Ｊ］． 体育学刊，２００９，１６（３）：３７⁃４０．
［４３］李萍，李骅，李艳翎． 湖南省户外运动产品消费的实证分

析［Ｊ］．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６）：６９０⁃６９３．
［４４］单思聪． 户外运动的发展———吉林省户外运动群体活动

行为及消费特征研究［Ｄ］．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０．
［４５ ］黄继珍． 对广州市女性参与户外运动的调查研究［Ｊ］． 广

州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２）：２２⁃２７．
［４６］苗凤祥． 趣缘群体的社会互动研究［Ｄ］． 金华：浙江师范

大学，２０１１．
［４７］黄浩． 长沙市户外运动市场的细分与定位研究［Ｄ］． 上

海：上海体育学院，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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