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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中西方户外运动项目分类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发展，发现西方从场地类型、环境

影响、活动空间、资源类型 4 个方面对户外运动项目进行分类，我国则从资源条件、参与目的、

组织形式、身体能力 4 个方面进行划分。西方的分类多由官方和企业赞助的半官方机构提出，分

类标准根据开展户外运动所依托的资源和环境制定，注重户外运动项目所产生的生态、社会和经

济效益；而我国的分类多由学者在文献或专著中提出，且分类依据聚焦于项目本身，囿于传统体

育项目分类的二分法。研究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倡导下，厘清中西方户外运动项目分类体系，

进一步提出适宜户外运动的分类标准，有利于促进我国户外资源保护与开发及户外产业绿色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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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outdoor sports classifi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western classifies outdoor sports from four aspects: site type, 

environmental impact, activity space, and resource type, and that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n China: resource 

conditions,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organization form, physical ability.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western 

outdoor sports are mostly carried out by semi-official organizations sponsored by official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outdoor sports 

developmen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in the process of outdoor sports development.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Chinese outdoor sports are mostly put forward by scholars in literature or monograph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basis focuses on the outdoor sports and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ut outdoor sports, which is 

limited to the dichotomy of traditional sports classification.The study holds that under the advocac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larifying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and western outdoor sports, and further 

proposing appropriat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Chinese outdoor sport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utdoor resources and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tdoor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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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起源于 18 世纪阿尔卑斯山脉的登山科

考活动[1]。在其发展历史中，该运动由彼时的军事服务

向现代休闲需求转变[2]，参与群体也由贵族化转向大众

化[3]。改革开放伊始，户外运动由西方传入我国，其发

展过程也呈现出“登山项目为政治服务[4]——正式确立

为体育项目[5]——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6]”3 个阶段性

特征。如今，随着户外运动项目类型及其运动方式的

不断创新，不仅受到大众的青睐且成为大众追求时尚

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目前我国从国家层面大力助推

户外运动，如国务院提出“以户外运动为重点，研究制

定系列规划”[7]，体育总局等制定“山地户外、航空、

水上运动产业规划”[8]，十部委倡导“鼓励开发一批以

攀岩、皮划艇、滑雪、滑翔伞、汽车越野等为代表的

户外运动项目”[9]，“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确立“专

栏十三《户外运动产业培育工程》”[10]，教育部将定向

运动、野外生存、远足、登山、攀岩等户外运动项目纳

入《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11]。 

然而，户外运动项目种类繁多，以上政策与规划

由多部门协同制定，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权利交叉与职

能重叠等问题，将导致项目开发无序与管理混乱。同

时，国内学界关于户外运动研究虽处于持续升温阶段，

但仍较薄弱且现阶段的项目分类标准较难满足现实发

展需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户外运动发展。相比之下，

西方户外运动历史悠久，相关研究经过长期论证与实

践，项目分类与实践发展也结合较好，使得户外运动

得到良好发展。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厘清户外运动项

目概念，梳理与分析中西方户外运动项目分类体系，

提出适宜我国户外运动项目的分类策略，以期为后续

户外运动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提供参考。 

 

1  中西方户外运动的概念解析 
户外运动项目与户外运动、野外运动、自然运动

等概念存在关联。中西方国家户外运动的概念有不同

的表述。如：法国国家体育部的“Les sports de nature(自

然运动)”是指“在公有或私有的道路、土地、水域等

空间开展的运动”[12]。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野外で活

動(野外运动)”是指“经常在自然环境中(特别是荒野

地区)开展，集知识、经验、体力为一体的运动”[13]。

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的“Sport in der Natur(自然运动)”

是指“在自然界开展的体育运动，运动方式取决于自

然条件及运动设施”[14]。美国户外休憩资源审查委员

会的“Outdoor recreation(户外休憩)”是指“一切发生

在户外的运动”[15-16]。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的“户外运动”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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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

体育项目集群”[17]。综上所述，发现中西方对户外运

动的认知有两点共同之处，一是活动空间均在户外或

室外，二是参与者与自然环境联系紧密。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理解

户外运动项目，宏观上就是一切发生在户外的运动项

目。微观上则引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职业鉴定指导中

心对户外运动的定义，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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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体育项

目集群[17]。 

 

2  中西方户外运动项目分类对比 
2.1  西方分类 

通过对西方户外运动项目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总

结，发现其分类主要按场地类型、环境影响、资源类

别、活动空间 4 种标准进行划分，项目分类与彼时的

社会时代背景及历史发展脉络有关联。 

1)按场地类型划分。 

二战后随着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大众广泛地参

与到户外运动中。为满足民众的户外需求，政府立法

与社会资助双管齐下，通过购置土地和水域划定户外

项目的开展区域，建设户外运动的基础设施。如 1964

年至今，美国国会通过《土地与水源保护基金法案》

授权土地与水源保护基金会购买 300 公顷的土地，投

资建设 29 000 个户外项目设施场地，用于开发户外运

动项目[18]。基于此，部分学者以场地类型差异为分类

依据，将户外运动项目划分为荒野型、中间型和城市

型[19-20]。(1)荒野型项目，如露营、徒步、登山、狩猎、

钓鱼等。这类项目开展的场地是远离城市的自然环境

区域，如国家公园、原始森林、湖泊、自然溪流、未

开发海滨区及各种大面积公共区域等。(2)中间型项

目，如滑水、游泳、钓鱼、野炊、骑行以及滑降滑雪

等户外运动项目。这类项目开展的场地通常在荒野和

城市之间的区域，如人工开发的钓鱼区、狩猎区、准

许水上运动的湖泊或溪流等区域。(3)城市型项目是以

人工设施为载体，在非自然区域开展的户外运动项目。

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户外开展的比赛表演类项目，如

户外比赛、户外游戏、户外电影、户外音乐会、户外

工艺美术展览会以及烟花表演等；二是开展场所由户

外迁移至室内的项目，如参观动物园、室内攀岩等。

这两类户外运动项目普遍与人工开发的区域和设备有

关，开展场所通常靠近或位于城市区域，如游乐场、

动物园、运动场、游泳池、野餐区、市政公园和高尔

夫球场等场所。 

2)按环境影响划分。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民众对环保问题的呼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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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涌现出大量的民间环保组织。

而户外运动作为依托自然禀赋的体育运动，其爱好者

们受到环保主义的影响，也积极投身于自然环境与资

源的保护行动中，成为推动环境保护运动及发展的中

坚力量。因此，户外运动爱好者对资源环境保护的认

知与参与得到学界关注，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以户外运

动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将项目划分为欣赏式、消耗式和

破坏式(机动式)[21-25]。(1)“欣赏式”指没有机动设施参

与，单纯以人力方式进行的项目，对自然环境产生的

影响较小，主要目的在于体验、观赏或游览。如徒步、

野营、观鸟、独木舟、户外摄影等[24]。(2)“消耗式”

指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自然环境与资源的项目。如钓鱼、

狩猎等[25]。(3)“破坏式”指会严重破坏自然环境与资

源的项目，如雪地摩托、沙丘赛车、全地形车等项目。

由于破坏式项目中普遍用到机械设备，因此部分学者

也将“破坏式”称为“机动式”[23-25]。此外，随着新

兴户外运动项目的加入，以上分类标准不能将户外运

动项目全部涵盖。因此，学者重新划分出轻度占用资

源和中度-重度占用资源[26-27]，这两类划分方式可较全

面地评估户外运动项目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而不会只

关注那些破坏程度高的项目。 

3)按资源类别划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民众参与、政府引导、

经济助推的合力之下，户外运动已成为西方国家的支

柱性产业。如 2017 年户外运动是美国家庭仅次于医疗

保健、门诊护理、金融服务的第 4 大消费项目，成为

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6]。相关部门机构为全面洞

察户外运动行业发展趋势、了解大众参与户外运动状

况，按自然资源类别将户外运动项目划分为土地资源、

水资源以及冰雪资源项目[28-30]，并在全国范围内分类

展开调查。(1)土地资源项目在陆地区域内开展，根据

不同活动形式将其分为狩猎类、道路类、户外探险类、

社交活动类、学习观赏类以及露营类 5 种亚类。其中，

狩猎类包括猎鸟、狩猎动物类；道路类包括街跑、散

步、骑自行车；户外探险类包括徒步、登山、野攀等；

社交活动类包括野炊和家庭聚会；学习观赏类活动包

括观鸟、游览遗迹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等；露营类则主

要包括野营、房车露营等。(2)水上资源项目在各类河

流、溪流、湖泊、海洋及海岸线区域内开展，包括游

泳类、观摩类、潜水类、钓鱼类和船帆类等。游泳类

包括潜浮、潜水和游泳；观摩类包括观鱼、观海以及

观潮等；船帆类包括划独木舟、远航、皮划艇、滑水

和摩托艇等。(3)冰雪资源项目划分为冰类和雪类，受

到场地、季节、天气等因素的制约，通常在具有丰富

冰雪资源的区域开展，其中雪类包括滑降滑雪和越野

滑雪等，冰类包括滑(溜)冰和冰坡行走等。 

该分类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户外运动的基本属性

与特点(自然性、综合性)，还能有效推动相关行业和

部门以此为依据开展户外资源调查、分类与评价等工

作。如美国休憩与环境调查委员会(NSRE)相关研究人

员基于此类划分方法，对全国民众户外参与情况进行

调查，建立全国户外运动项目参与趋势图[31]，旨在对

全国户外运动发展和趋势做出评估。但该分类未将滑

翔伞、跳伞等依托空中资源开展的项目纳入其中，因

此分类体系仍需完善。 

4)按活动空间划分。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西方政府与学界根据活动

空间将户外运动项目划分为陆地项目、水域项目、空

中项目、冰雪项目和城市项目[32]，以指导大众选择户

外运动项目进行参与。(1)陆地项目包括攀岩、马术、

高尔夫、远足、徒步、越野跑、地理藏宝、定向越野、

射击、北欧式健走、山地自行车等。(2)水域项目包括

钓鱼、跳潭、漂流、划船、航行、桨板、潜水、冲浪、

帆船、独木舟、风筝冲浪等。(3)空中项目包含热气球、

滑翔伞、滑翔机、航空模型、轻型飞机等。(4)冰雪项

目包括雪橇滑雪、雪地徒步、越野滑雪、单板滑雪、

登山滑雪等。(5)城市项目包括跑酷、轮滑、走扁带、

公路自行车等。按活动空间的项目划分方式已被西方

国家应用实践。如法国体育部按照此分类标准，分别

成立陆地、水上和航空体育联合会，分管海岸、内陆、

水域、空中区域[33]，便于大众结合自身的户外运动需求

选择相应项目，又便于相关机构划定项目活动片区与规

定边界，对户外运动项目进行有序化、规范化管理。 

2.2  国内分类 

1)按资源类型划分。 

以中国登山协会张志坚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学者，

依据户外运动的自然性特征并结合不同资源类型，将

户外运动项目分为水上项目、陆上项目、空中项目、

组合项目[17]。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各系列，

使该分类体系更加完善。(1)水上项目开展的区域是各

类自然水域，根据项目开展的位置划分出水上、水中

及水边项目。其中，水上项目包括冲浪、帆船、游泳、

水上摩托艇，水中项目包括水肺潜水和自由潜水等，

水边项目则包括野钓、垂钓等。(2)陆地项目开展的区

域为陆地范围，可进一步细分为山地类、海岛类、荒

漠类、高原类以及人工建筑类，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

不同系列。如丛林系列、沙漠系列和高山系列等。(3)

空中项目是在空域开展的项目，按项目开展的高度分

为高空和低空项目，前者包括高空跳伞和滑翔伞，后

者包括蹦极和翼装飞行。(4)组合项目指在各类拓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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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举办赛事区域开展的项目。如场地拓展、野外拓

展和探险越野赛等。 

2)按参与目的划分。 

大众参与户外运动时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或强身

健体，或休闲游憩，或获得知识技能，或获得惊险刺

激的感官体验。按照其参与目的将户外运动项目分为

4 类：(1)健身健体类项目以提高人体健康水平及免疫

力、达到预防疾病或康复病体的目的。如登山、远足

等。(2)消遣娱乐类项目以放松及减缓精神压力，达到

调节情绪、愉悦身心的目的。如钓鱼、野营等。(3)探

险越野类项目，以获取惊险刺激的感官体验为目的，

主要包括丛林探险、探洞等。(4)拓展教育类项目以提

升身体能力、学习户外技能为手段，达到全面提升自

身综合能力的目的，包括野外生存、拓展训练等[34]。 

3)按组织形式划分。 

户外运动的组织形式多样，可分为教育培训类、

大众健身类、竞技比赛类[34]。(1)教育培训类是由专业

户外机构或学校组织的项目，具有鲜明的教育属性，

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开办的野外生存和素

质拓展，目的是锻炼学生身体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35]。(2)大众健身类是指组织群众参与的项目，其不

受性别、职业、年龄的影响，是适合普通大众参与的

户外运动项目。如西藏圣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举办的

洛堆峰群众性登山活动。(3)竞技比赛类则主要指政府

或体育协会主办的户外运动竞技项目，有专业运动员

参赛。如由政府主导的山地户外挑战赛、定向越野比

赛、攀岩比赛等。 

4)按身体能力划分。 

户外运动的本质属性是身体活动，其参与人群呈

现年龄结构层次化和运动水平差异化的特点，有学者

以身体能力将户外运动项目划分体能主导类和技能主

导类[36]。(1)体能主导类项目需要有较好的体能基础作

为支撑。主要包含沙漠穿越、戈壁穿越、登山、溯溪

等。如沙漠穿越是在沙漠环境下，克服炎热干旱缺水

的条件，进行数天的徒步穿越。如果没有良好的体能

储备则不可能完成此项目。(2)技能主导类项目需要一

定的户外技能技巧作为保障。主要包含定向、探险以

及丛林急救等。如丛林急救，又称户外急救，在丛林环

境中进行救援不仅需要专业的户外救援技巧，还需要确

定救援地点的定向技巧，是一项技巧性极强的项目。 

2.3  中西方对比分析 

厘清中西方户外运动项目的分类体系，对户外资

源的整合及开发、户外运动的科学管理以及户外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上述对中西方户

外运动项目进行分类分析，同时进一步对比后发现如

下特征。(1)多元性与二元性。西方户外运动项目分类

主要以场地类型、环境影响、资源类型和活动空间 4

种依据来划分，体现出分类方式的多元性。中国的户

外运动项目主要依据资源类别、参与目的、组织形式

和身体能力来分类，分类标准仍然聚焦于运动项目及

其开展目的，属于传统体育项目分类的二分法(传统体

育项目分类二分法，常常将体育项目划分为竞技项目

和休闲项目)[37]。由于户外运动具有综合性特点，因此

打破以体育项目进行分类的固有思维，研究出适用于

我国的户外运动分类体系意义重大。(2)实践层面和理

论层面。西方国家的户外运动项目调查分类工作多由

受到政府机构和民间企业共同资助的行业协会进行。

这些协会制定的分类标准能很快与实践相结合，并指

导后续户外运动开展和户外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如法国的户外运动项目分类实践，

便于各个协会对户外运动项目进行管理，有利于指导

大众有序参与户外运动。对比之下，中国的户外运动

项目分类标准绝大多数由学者们在文献或专著中提

出，分类标准仍停留在政策理论探讨层面，近年来才

开始尝试将广受认可的分类标准应用于实践，目前仍

处于初步探索阶段。(3)前导性与滞后性。美国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将户外运动的分类体系应用于实际

的户外资源调查分类以及户外产业规划中，很多欧洲

国家(如瑞士)更是将户外运动分类体系和旅游模式融

合[38]，并应用于相关产业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前导性。

而中国直到 21 世纪初才开始户外运动的理论探索，所

以对户外运动项目的分类研究比较薄弱，相关实践应

用更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 

 

3  对我国户外运动项目分类的启示 
3.1  借鉴西方户外项目分类，助力国内户外运动本土发展 

伴随国内大众休闲健康意识的觉醒，户外运动的

内涵与外延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扩展，由过去单一的

体育锻炼项目转变为一种时尚的休闲生活方式，与社

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层面形成了紧密联系。我国

户外运动兴起晚于西方国家近一个世纪，作为西方舶

来品的户外运动，可学习与借鉴西方户外运动项目分

类体系。此外，中西方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及社会

制度方面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民众对户外运动的理解

也不尽相同(西方倾向于冒险性、探险性等，我国则倾

向于休闲性、娱乐性)。随着户外运动项目的引入与发

展，应结合中国特色文化进行更具本土化分类，形成

中国特色的研究视角，助力我国户外运动发展。 

3.2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引领户外运动可持续发展 

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展场地、服务设施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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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息息相关。近年来，在国内倡导“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下，对户外运动项目进行

分类不仅要关注户外运动本身及其开展目的，还要关

注与之相关的环境状况，以及开展户外运动带来的环

境影响和社会效益[39]。由上述可知，西方对户外运动

项目分类也经历过环境影响阶段，我国可借鉴西方现

有的研究成果，跳出传统体育项目分类方法的思维束

缚，不能仅以项目而论，而是要在分类过程中，关注

与户外运动及其开展过程相关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

等方面的联系，促进我国户外运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3.3  结合户外产业发展需求，提升项目分类的实践应用 

国家政策助力户外运动，连续发布山地户外运动、

水上运动、航空运动产业发展规划，多次提及要形成

项目合理布局、功能齐全、门类齐全的户外产业体系，

加快推动产业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

要力量。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展需要依托自然资源，理

应从空间和资源匹配角度对户外资源以及项目进行科

学划分。西方已从资源匹配的角度进行分类，而国内

的分类研究仍以国家宏观政策和学术研究需要为主。

因此，我国可借鉴西方已有的项目分类，进一步开展

户外资源调查，进行更为详实、具体的户外运动资源

调查与规划，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户外运动

项目分类的实践应用。 

3.4  顺应时代背景发展规律，构建适宜当下的分类体系 

据中国登山协会相关统计，2018 年我国泛户外人

口达 1.45 亿，未来呈快速上升趋势[40]。但现阶段存在

人民日益增长的户外运动需要与项目布局不平衡、户

外设施建设不充分的矛盾。据此，《“十四五”体育发

展规划》中多处提及要大力发展户外运动、完善项目

设施空间布局、新建或扩建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10]。

其中，更是单列“专栏 13 户外运动产业培育工程”，

为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指引方向[10]。 

户外运动项目作为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构

建适宜当下的项目分类体系，筛选及判断项目的投资

前景与发展趋势，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发户

外产业的蕴藏潜力，是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

径。因此，在构建项目分类体系时不能全盘照抄西方，

而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展开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提

出合理可靠的分类体系，促进户外运动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 

  

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展需要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

当下在我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观念倡导

下，有关户外运动的公共配套设施必须秉承环保先行

的开发理念。因此，研究从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健

康中国、乡村振兴出发，借鉴西方环境影响的划分方

式，结合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

对项目分类提出展望，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将户外运动

项目划分为：轻度影响、中度影响、重度影响 3 类。

此种划分方式，一方面可满足不同个体的户外运动需

求，另一方面为产业布局、投资策略、资源配置及最大

化利用开发提供有力依据，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

化，进一步推动户外运动项目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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