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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的适老化设计是应对老龄社会的关键策略。通过现状分析，揭示

了乡村基地在满足老年人需求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通过增强无障碍通行、安全防护、健康促

进以及文化体验等多个维度的适老化设计策略，以改善老年人的旅游体验。实际应用中，基地

需整合资源、创新服务模式，构建老年人友好型环境。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包括社会

参与、环境保护、经济增效和管理优化等方面。展望未来，乡村研学与游学活动将通过不断适

应老年人需求的变化，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同时促进乡村地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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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e-appropriate design of rural research and study tour bases is a key strategy to cope
with the aging socie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ural base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re revealed.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ge-appropriate design strategy that
enhances barrier-free access, safety protection, health promotion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to improve the
travel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base needs to integrate resources, innovate
service models, and build an age-friendly environment. The importa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emphasized, includ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e rural study and study tour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provide the elderly with a high-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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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作为新兴

旅游业态，其对老年群体的吸引力日益增强。然而，现有基

地在设计和服务上往往未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导

致体验与期望之间存在差距。在探讨如何通过适老化设计策

略，使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更好地服务于老年游客。通过分

析老年人的旅游需求，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设计改进措施，

包括无障碍环境、安全保障、健康促进和文化体验等方面。

这些策略的实施，不仅能够提升老年人的旅游体验，还有助

于推动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一、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现状分析

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作为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新型业态，

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基地通常位于风景秀丽、

文化资源丰富的乡村地区，旨在为游客提供深入体验乡村文

化、学习农业知识的机会。然而，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

现有的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在设计和运营中往往未能充分

考虑到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导致服务功能与老年人的实际

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基础设施的适老化改造是提升乡

村研学与游学基地服务质量的关键。当前，许多基地的交通

连接、步道设计、休息区域等方面并未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

行动便利性。例如，缺乏无障碍通道、休息座椅不足或位置

不合理等问题，都可能影响老年人的游览体验。乡村研学与

游学基地的信息服务也需进一步优化，以适应老年人的信息

获取习惯，如提供大字体、高对比度的指示牌和宣传资料，

以及易于理解的语音导览服务。

安全问题是老年人参与乡村研学与游学活动时的首要

考虑。基地应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如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

识、提供紧急医疗救助服务等。考虑到老年人可能存在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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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听力下降等问题，基地应通过增加辅助设施，如扶手、

坡道等，来降低老年人在活动中受伤的风险。再者，健康促

进是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适老化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老

年人更加关注旅游活动对其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因此，基

地在规划时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设计有益

于身心健康的活动项目，如轻松的农事体验、养生讲座等。

应注重营造一个宁静、舒适的环境，让老年人在参与研

学与游学活动的能够放松身心，享受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文

化元素的融入也是提升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吸引力的重要

方面。老年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基地可以通过展

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等，让老年人在参与

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学习到知识，更能够感受到文化的

传承与魅力。

二、老年人需求与设计差距探讨

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在设计理念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尤其在安全、健康、舒适及文化体验方

面。老年人作为特殊的旅游消费群体，他们对旅游目的地的

选择高度重视这些因素。在安全方面，老年人需要一个无障

碍、易于导航的环境，以降低跌倒和其他意外的风险。例如，

据 2023年《中国老年人旅游安全需求报告》显示，超过 60%

的老年游客对无障碍设施的完善程度表示关注。然而，目前

多数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缺乏坡道、扶手和宽敞的通道等必

要的无障碍设计，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响应和医疗支持也未能

得到有效整合。

在健康促进方面，老年人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提供健康

促进机会的旅游目的地，如能进行适度体力活动、接触自然、

享受新鲜空气的乡村环境。但调查数据表明，约 70%的乡村

游学基地未能提供专门的健身器材或健康步道。此外，养生

餐饮服务在很多基地亦未见普及，这限制了老年人在保持身

心健康方面的选择。舒适性也是老年人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

重要的考量因素。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安静、干净、设施齐全

的环境。然而，根据《老年旅游舒适度调查》，许多乡村研

学与游学基地的住宿和休息区域常常过于简陋或嘈杂，缺少

必要的隔音措施和舒适的休息设施，直接影响了老年人的旅

游体验。

文化体验是老年人旅游需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

期待在旅游过程中深入了解和体验当地的文化和历史。然而，

许多基地在文化展示和教育活动的设计上缺乏深度和广度，

未能有效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以浙江某乡村研学基地为例，

尽管地处历史文化村落，但其文化活动仅限于表面的工艺展

示，缺乏与当地文化深度融合的体验式活动，导致老年人无

法获得期望中的丰富文化体验。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在设计

时需要更多地考虑老年人的具体需求，通过具体案例和数据

分析，不断优化服务，以更好地满足这一日益增长的旅游消

费群体的期望。

三、适老化设计策略的提出与实施

适老化设计策略的提出与实施是确保乡村研学与游学

基地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关键。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创造

一个安全、舒适、健康促进和文化丰富的环境，以适应老年

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安全设计方面，适老化策略强调无

障碍环境的构建。这意味着基地应提供平坦的路径、宽敞的

门道、稳固的扶手以及清晰的指示标志，确保老年人能够轻

松自如地在基地内移动。紧急呼叫系统和医疗急救站点的设

置也是必不可少的，以便在老年人遇到健康问题时能够迅速

得到帮助。舒适性的提升同样重要。适老化设计需要考虑到

老年人对住宿和休息区域的特殊需求，如提供隔音效果好的

房间、柔软舒适的座椅以及适宜的室内温度和照明。这些细

节虽小，却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整体体验。

健康促进是适老化设计策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基地应

设计包含适量体力活动的项目，如轻松的田园劳作、散步或

瑜伽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能帮

助他们保持积极的心态。提供健康餐饮服务，如低盐、低脂

的餐食选择，也是促进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措施。文化体验对

于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旅游活动的一部分，更是一种精神的

滋养和心灵的满足。老年人在旅游过程中，期望能够与当地

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进行深度的交流和互动。他们希望通过

亲身参与和体验，不仅获得知识，更能感受文化传承的力量。

然而，目前一些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在文化展示方面存在局

限，往往只停留在表面，缺乏对当地文化深层次的挖掘和展

示。

例如，一些基地可能只提供简单的民俗表演或历史介绍，

而没有深入到文化背后的内涵和故事。这种做法无法满足老

年人对文化深度体验的需求。为了提供更加丰富和有意义的

文化体验，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需要在文化展示和教育活动

的设计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创意。可以通过开展文化工作坊、

历史讲座、传统手工艺体验等多种形式，让老年人有机会深

入了解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历史故事。同时，基地还可以与当

地的文化传承人、历史学者等合作，提供更加专业和深入的

文化解读和指导，使老年人的文化体验更加生动和深刻。

四、适老化设计的实际应用

在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的适老化设计实践中，策略的实

际应用必须综合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及行为习惯。

通过细致规划与精心设计，创造出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旅游

环境。适老化设计不仅体现在物理环境的适应性改造上，更

包括服务流程与活动内容的创新。物理环境的设计以无障碍

为基础，确保基地内的道路、建筑入口、公共设施等均符合

无障碍标准。例如，在“阳光乡村康养中心”，通过设置宽

敞的坡道、安装扶手和电梯，显著提升了行动不便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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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便利性。

在服务流程方面，适老化设计体现在对老年人需求的深

入理解及其满足。例如，服务人员在“绿野仙踪乡村游学基

地”接受专业培训，以提高对老年人特殊需求的敏感度和应

对能力。服务流程的简化、信息传递的清晰性以及个性化服

务的提供，是提升老年人满意度的关键。活动内容的创新是

适老化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开发适合

老年人参与的活动，如园艺疗法、文化工作坊、健康讲座等。

这些活动不仅满足老年人的兴趣，还有助于促进其身心健康。

在“桃花源记”乡村基地，活动难度和强度的适宜调整确保

所有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参与的乐趣，如通过轻松的园艺活动

和适度的文化课程。

健康促进是适老化设计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基地提供的健康监测和营养指导服务，帮助老年人在旅游过

程中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例如，“乐年康养基地”通过定

期组织健康检查和提供健康餐饮选项，专注于改善老年人的

整体健康状况。文化元素的融入能够丰富老年人的旅游体验。

基地可以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设计富有教育意义和文化价

值的活动，使老年人在享受旅游乐趣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

上的滋养。例如，“古风游学村”利用地方传统艺术，为老

年人提供了既教育又娱乐的文化体验活动。

五、乡村研学与游学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研学与游学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

不仅关注当前的经济效益，更着眼于长远的社会、环境和经

济的综合效益。在这一框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基于适

老化设计，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模式、强化管理，以确保

乡村研学与游学活动的长期活力和积极影响。在社会层面，

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应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代际交流。

环境层面上，可持续发展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

利用。采取生态友好的运营策略至关重要，例如，在云南的

一个研学基地采用了太阳能供电系统，显著减少了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此外，该基地实行垃圾分类和废物回收制度，有

效保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为游客提供了纯净健康的旅游

体验。经济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体现在创新商业模式和增强经

济效益上。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可以开发特色产品、提供定

制服务、拓展合作网络等方式，增加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在管理层面，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是关键。这包括对服

务质量的持续监控、对游客反馈的积极响应、对员工的定期

培训等。技术层面上，可利用现代科技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

效率。例如，通过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对游客行为进行分析，

优化服务流程；利用在线平台进行宣传和预订，提高运营的

便捷性。

六、结语

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的适老化设计策略，通过无障碍环

境、安全增强、健康促进和文化丰富等方面的综合改进，不

仅极大提升了老年人的旅游体验，还有助于推动乡村地区的

社会经济发展。这种设计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对安全、健康、

舒适和文化体验的需求，还强化了社会参与和环境保护，展

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未来，随着老年人需求的不断变

化和技术的进步，乡村研学与游学基地应持续优化适老化设

计，以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同时促进乡村地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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