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年 % 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第 "* 卷 第 + 期 ,-./012 -3 45-067806 9-/:12 ;08<’/=8>?（91>./12 &@8’0@’） A-2) "* 9-) +

49BC：+#D $$E+ F 9) "#$$#%$G) $H+%) #$%

环境解说相关研究进展及对景区管理实践启示
!

赵! 明

（闽江学院 旅游系，福州 H+#$#*）

摘要：如何兼顾游客休闲与区域环境保育，这是国内旅游地管理实践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诠释环境

解说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环境解说的功能、环境解说的类型、环境解说效果评价等方面对国内外主要研究内容及

进展进行综述，分析发现：环境解说具有游憩性、教育性、信息传达性 H 层内涵，是满足游客旅游体验、提高对环境认

知的重要工具；环境解说功能主要表现在游憩功能、营销功能、经济功能和管理功能，是旅游地管理的重要理念及有

效途径；环境解说效果主要集中在解说评价的必要性、游客知识及态度、行为改变测评、游客行为改变等实证研究

上。游客使用环境解说系统行为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薄弱之处。研究启示国内旅游景区应当加强环境解说系统的

游憩、教育等功能的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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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益增长的游客数量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

往往造成旅游地环境质量下降，带来诸多生态问题：

外来物种不慎引入、堆放垃圾、火灾、破坏或者改变

动物的栖息地、肆意破坏历史文物、公共设施、土壤

侵蚀、水污染、不合法的采集等等。国内外很多文献

都谈及降低游客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管理方法，这些

方法可以归纳为 L 类：景区设施配置、规章制度、经

济措施及教育与解说 ［$DL］。在这些管理方法中，解

说是旅游地管理的重要理念及有效途径。解说能够

丰富游客的游憩体验、改善游客的满意度、增加游客

对旅游地形象感知，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鼓励游客

在适当的地方有适当的举止，影响游客对环境的态

度、改变游客行为从而实现公园环境保护的目的［"］，

因此，解说作为景区环境保护有效管理工具，被很多

旅游地广泛使用［+］。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将提前到 "#$+ 年成为

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国内旅游地环境管理面

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如何兼顾游客休闲与区域

环境保育，寻找有效的管理手段将游客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值，这是国内旅游地管理实践中

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

环境解说概念、环境解说的目的及功能、解说效果等

方面进行综述研究，以期对我国旅游景区发展、管理

实践有所启示。

$ 环境解说相关概念之研究

$) $ 解说概念的内涵

对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专

家、相关组织团体具有代表性的解说定义进行梳理，

挖掘、归纳解说概念的内涵（如表 $），可以得出解说

具有如下的要旨。

解说是通过游憩方式来实现信息传达的行为，

即传播者通过某种媒介将信息传达给受传播者的过

程，具有鲜明的“游憩性”。有效的解说是游客对展

示内容、传达信息的记忆以及所带来的行为、思想的

改变，它有助于游客更加熟悉自然现象、文化事件、

历史及他们周边环境的政策或经营管理目的。

解说是一种信息传递行为，但不是简单地传递

一些事实和讯息，而是要揭示事物之间关系和意义

的一种教育活动。在教育活动中解说被看作是管理

机构对非受制性（9-0D@1(>8<’）听众的交流、教育过

程。解说的突出特点就是发生在游憩的环境内 ［E］，

这区别于正式的教育场景。在一个游憩的场景内解

说强调游客的积极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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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解说概念内涵

学者 # 团体组织 解说定义

$%&&’() *+,-&)［.］
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旨在通过原始事物，利用游客的亲身经历及借助于各种演示媒体做到意义和关联的启

示，而非仅仅是事实的陈述。

/-0(%-1［2］

解说是许多方面的综合体，包含了至少有信息、解说员、教育、游乐、倡导、灵感启发等 3 种性质服务，其目的在

于给游客获得新的了解、新的见识、产生新的热诚与兴趣，引导游客进入一个他过去未曾领略过的、新的、令人

兴奋的领域里。

4%50)［6］
环境解说是一种沟通环境知识的意识交流、手段与设施综合体，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考、讨论及

产生环境保护行动。

7,-%+-8&［!9］
解释人类在生活环境中所占的地位，增加游客大众对人与环境两者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唤起公众的保护环境的

愿望，使其对环境保育能有所贡献。

:(;(<<&=［!!］ 解说是一种沟通人与环境的过程或活动，用以启发人对环境的认知及人在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 对于特别的游客运用一些技巧解说，使得被解说的环境或事物主题生活化。

@&(%A［!B］
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即将天然景观、历史活动、与手工艺品等与游客连接起来，向大众解释遗产的意义与环境

的关系。

C;(%D&［!E］

解说是公园、森林及类似的游乐区的一种游客服务，许多来到这些地区的游客除了放松心灵之外，也希望能学

习有关这个地区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因此解说可视为对游客产生激励作用、解释现象与达到娱乐效果的沟通

桥梁。

陈昭明［!F］
解说是将复杂的游乐环境，尤其是将这种环境重要的特性传达给游客的工作，以激起听众对环境的注意、了解，

除让听众获得新的感受及新的愉快经验之外，还让听众产生对环境维护的热诚，并献身于该项工作。

:G,,+)1［!3］
解说是一种在非受制场所的教育过程。通过用讲述故事的形式来表达纯概念化的事实，以激发游客的智慧达

到理解和娱乐的目的。

H(’［!.］
解说是一种对非受制性（I5)JK(DA+L&）听众的沟通方式，解说能使一般人易于去了解隐含在自然事物中的科学

术语。

张明洵、林玥秀［!2］ 解说是运用各种媒体传达沟通的一种教育性活动，他通过多种媒介使信息传递者与接受者有所互动。

M+1N O @O HO［!6］
解说是把介绍环境所用的学术术语及较复杂的语言转换为非术语形式，但不失去真实意义，以激发听众的感

受、了解、欣赏及承诺。

吴忠宏［?9］
解说是一种讯息传递的服务，目的在于告知与取悦游客，并阐释现象背后所代表的含意，依托提供相关的信息

来满足每一个游客的需求与好奇，同时又不偏离中心主题，激励游客对所描述的事物产生新的见解与热忱。

吴必虎［F］
解说系统是运用某种媒体和表达方式，使特定信息传播并到达信息接受者中间，帮助信息接受者了解相关事物

的性质和特点，并达到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

7’&%+K() 7115K+(A+5)

5< :G1&G’1［?!］
解说能使游客对与历史、环境有关的人、事、物所蕴含的意义能产生了解。

I(A+5)(, 7115K+(A+5)

<5% P)A&%D%&A(A+5)［??］
解说是一种能够展现自然、文化与历史资源所蕴含的意义与关系的艺术。

P)A&%D%&A(A+5) 7G1A%(,+(

7115K+(A+5)［?B］
解说是一种沟通的形式，能帮人们对所处的环境与自身的角色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欣赏。

>(%5,=) Q+)-)&%

Q(%-［?E］
解说是用平实的语言表达科学家学术术语，并表达过去的声音以及地方的意义藉以建立与当代人的连接。

!O ? 环境解说概念的内涵

环境解说概念的提出是伴随着环境教育的产生

而产生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和工

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很多

如以 *+,-&)［?F］、7,-%+-8& RO［!9］、:(;(<<&=［!!］为代表

的解说者认为国家公园解说服务不仅仅为游客提供

信息及介绍自然事物的名称，而应该在全球生态环

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通过对自然事物及与人类关

系的解说来达到一定的环境教育的目的，继而，解说

的另一发展方向以新名词“环境解说”的姿态出现。

国内外很多专家认为没有必要严格地区分解说

与环境解说这两个概念［?3J?.］。今天很多书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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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和政府报告中在表达环境保育的问题上都将两

个概念互用。

国内有的学者将环境解说（!"#$%&"’(")*+ $")(%,
-%()*)$&"）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上，

环境解说代表通常意义上的解说，其中“ 环境”的内

涵指代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大环境，环境解说即

“解释人类在其生活环境中所占的地位，增加游客

对人与环境两者关系的重要性认识”［01］。狭义上，

由于解说对象和内容的不同，解说又可以划分为环

境解说、旅游解说、遗产解说等等。比如美国国家公

园的解说系统就分为园外解说、环境解说和遗产解

说 2 部分，其中，环境解说的目的就是对游客进行自

然环境教育，遗产解说的目的在于历史文化教育［3］；

环境解 说 仅 仅 是 解 说 中 的 一 部 分，二 者 有 所 区

别［.4］。但是，无论哪种解说形式，其实质是一种沟

通人与环境概念的过程或活动，意在启发人们对环

境的认知及人在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00］，从而促进

游客对遗产（景区、环境）管理工作和条例的理解与

支持，所以当前国内外很多文献并没有严格地区分

解说与环境解说这两个概念。

. 环境解说功能的相关研究

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将环境解说功能概括

为 5 个主要功能，即游憩功能、营销功能、经济功能

和管理功能。

环境解说的游憩功能主要体现在：首先，环境解

说要能够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提高旅游活动的娱

乐性［21,20］；其次，能为游客提供旅游指导及相关信

息，在解说过程中应告知关于区域、设施、旅游过程

中必要 的 信 息，以 致 让 游 客 进 行 适 当 的 游 乐 选

择［2.］；最后，能够提高游客旅游的安全性。环境解

说应告 知 游 客 的 适 当 行 为 并 建 议 他 们 的 安 全 问

题［22］。

对景区管理机构及提供环境解说服务的旅游运

营商来讲，环境解说具有如下的营销功能：首先，环

境解说能够提高管理机构或经营者的旅游形象，成

为管理机构传达信息的重要途径［22］；其次，解说不

仅能够增加游客对公众参与景区管理问题的认知，

而且还能增加公众对景区政策的支持，让游客深入

理解为什么保护自然资源。

环境解说的经济功能体现增加景区的经济利

益。首先，良好的解说能够增加游客的满意度，而良

好的满意度能够增加游客的再访率、延长游期、增加

花费从而带来地区经济效益［25］。其次，环境解说可

以减少游客对资源、设施过多的利用或破坏，减缓了

旅游资源或解说设施的耗损率，通过减少管理成本

增加景区经济利益。

环境解说最为重要的是管理功能。解说作为一

种管理工具一直是景区管理者的首选，在很多旅游

地被广泛使用。环境解说对景区环境管理十分有

效，经 常 不 需 要 任 何 验 证 和 评 估［23］。6$789($" 和

:*";%(<& 发现资源管理者需要通过解说方式引导游

客行为 将 其 对 资 源 和 社 会 的 影 响 降 低 到 最 小 程

度［2=］。美国国家公园公务署（>*)$&"*+ -*%?7 7(%#,
$@(）的管理者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在乡野游憩地区

40A的管理者将环境解说作为一种减少乱抛垃圾的

管理手段，BBA 的管理者将解说作为教育游客如何

减少旅游行为对环境影响的方法［2B］。与其他管理

工具相比，解说能保留游客活动选择的自由，而且是

成本很小的管理方法。

2 环境解说系统类型

2C 0 依据解说媒介的性质进行分类

美国著名解说学者 D8*%-( 把解说媒介（:(<$*）

定义为将解说相关信息、主题传达给游客的方法、设

施及工具。解说媒介一般可分为人员解说（E(%7&",
*+）和非人员解说（>&",-(%7&"*+）两大类。

人员解说是最为常用的环境解说形式之一。尽

管人员解说存在很多弊端，但是很多学者仍然认为

人员解说是最好最有效的环境解说媒介。解说员被

公认是所有解说媒体中最受欢迎、最被接受、最吸引

游客、也是最人性化的［2/］，再好的解说牌示及解说

媒体都不如解说员能直接导引游客进入大自然的境

界。

依照解说主题环境的不同，解说员可分为生态

自然解说员、历史解说员、动植物解说员、地质解说

员、工业解说员、考古解说员等等；依照解说员在管

理机关中的角色定位，解说员可分为正职解说员和

义务解说员（在台湾常常称为志工）。

解说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游客：恰当行为

的榜样示范作用；解说过程中起到的教育作用。解

说员通过行为示范展现给游客哪些是恰当的环境行

为。F&@?%(++ 等 的研究发现在旅行中解说员与其他

成员相比对游客更具影响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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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用需要解说员通过自身的语言来传达与

环境教育相关信息，并且要求解说员不仅仅是传递

给游客旅游地的相关信息，而且要为游客创造一个

有意义的经历［!"］。通过解说当中的教育元素，游客

可以增加知识，培养积极的环境意识和恰当的环境

行为。

非人员解说又称非参与式解说（#$%&’()*$%+, $)
-%+..(%/(/ *()012(）是一种非线性交流，是由游客自

己控制相关信息的获得，例如当游客获得导览的小

册子的时候，游客会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

3%-/*$% 整理美国林务署（45( 67 8$)(*. 7()0&
12(）非人员解说有 9: 种不同形式，包括：下班后的

展示、营地布告栏、立体展示、平面展示、路边展示、

解说牌示、无人管理信息站、解说亭、出版印刷品、付

费或免费解说资料、报纸导览、折页、地图、休闲指

南、自导式步道、自导式汽车旅游、收音机广播指引

设施、感 应 式 装 置、复 制 模 型、交 互 式 影 音 设 备

等［!:］。

;< 9 依据解说媒介使用状况进行分类的研究

7.(=+). 等基于“ 地方理论”发展出一种新的评

价环境解说的方法，以问卷调查的方法，依据游客使

用解说系统状况将解说系统划分为 ; 个类型：一类

解说、二类解说及三类解说。在这个划分中并不强

调一类解说会比二类解说或者三类解说效果更好，

而是按照游客的使用类型进行划分［!9］。

一类解说主要包括的环境解说形式有：保护中

心（>(’+).?(%. $@ 2$%*()0+.1$%，>AB）解说包括游客

中心及其展示物、视听设备、工作人员协助、模型、现

场展示板、解说折页、传单、解说员书、旅馆和机场展

示区等等法定要求的设置。这一类解说设置的特点

是很容易引起游客的注意、容易识别。

! 环境解说效果评价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有很多关于环境解说效果研究的文献，

其知识点主要集中在解说评价的必要性、游客知识

及态度、行为改变测评、游客行为改变的实证研究等

几方面。

!< : 环境解说评价的技术选择

环境解说效果评价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首先，

有很多解说结果不容易被定量衡量，如解说后产生

的灵感和愉快的心境［!;］。在一次参观之后，很多环

境影响也很难被测量，因为很多最具破坏力的影响

是时间 累 积 的 结 果 而 不 是 某 一 次 游 览 行 为 造 成
［!!］。其次，解说发生在一个游憩的环境内，有很多

因素影响着游客和解说，解说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而

这些因素都很难被控制。

目前很多关于环境解说对游客影响效果的分析

多是出自于经验性的判断，一般认为经由系统分析

及相关验证性的实证研究被认为是最理想，对比分

析接受解说和没接受解说游客的行为变化是比较好

的实证分析方法［!C］。解说评价决定解说目标的效

果。最为常见的评价结果通常为知识和态度的改

变，因为这是比较容易获得的测量。

!< 9 游客知识及态度、行为改变测评

国外已有评价的环境解说有效性研究结果差异

性很大，这些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接受后解说旅客相

关知识增加的影响及对环境态度的改变或者行为意

向的改变［!D&!E］。

尽管有大量文献集中在对游客接受解说后知

识，态度和行为意图的改变上，但很多学者认为应该

把环境解说效果评价的重点放在对游客实际的行为

影响进行研究［!F］。行为测评被认为非常重要。首

先，人们普遍承认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联系是复杂和

不明确的，也就是说，即使环境解说能改变游客的知

识和态度，但不一定必然带来行为上的改变，这意味

着要衡量行为的改变，需要实际测评行为，而不是测

评知识或者态度。其次，作为有效的管理工具，环境

解说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游客行为的改变来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而测量游客知识和态度的改变不能真正

地表明管理目标是否实现。因此，行为的改变是解

说效果最终测评［!G］。在解说如何改变游客行为以

减少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中，通常使用两种行为评价

方法：自我报告行为（7(,@&)(’$).(/ H(5+01$)）和行为

观察法（AH*()0(/ H(5+01$)）
!< ; 环境解说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

!< ;< : 自我报告行为实证研究I 在塔斯马尼亚的摇

篮山国家公园，在引进环境解说设施前后对步行游

客进行调查研究分析［C"］，这些解说设施包括解释性

小册子，音像介绍，护林员和海报，研究发现：解说系

统引进后国家公园里的游客减少了篝火使用，越来

越多的人将垃圾带出公园外、步行系统事故率也明

显地降低。

在加利福尼亚州红杉国家公园内举办儿童环保

教育夏令营［C:］，为期两周的学习计划主要围绕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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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生态系统的知识和解决环境问题技巧。在经

历这次环境解说教育后，谈论环境问题的报告性行

为大幅度增加，孩子鼓励父母回收垃圾、购买环保产

品、骑自行车代替使用汽车。这项研究虽没有解决

现场的环境问题，但形成了长期的环境保护行为。

!" #" $% 行为观察法实证研究% 自我报告行为研究

侧重于游客长期环境保护行为的改变，对场地游客

行为改变研究相对较少，而环境解说作为公园环境

保护的管理工具看重的是游客对公园环境影响的最

小化，所以针对公园管理，自我报告行为研究不是十

分适用，因此很多学者对环境解说是否能够减少游

客对景区环境影响的行为研究往往是运用离散的行

为观察法或者是对环境影响的测评。

&’()* 等对参与环境教育解说活动之前和之后

的游客珊瑚破坏率的变化进行研究，观察发现：参与

环境教育解说活动后，游客接触珊瑚的频率从 +" !
下降到 ," !。环境解说对游客行为具有很明显的影

响效果［-$］。

- 研究发现及讨论

通过梳理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的相关文献，依

托环境解说系统内部构成要素及行为发生过程，可

构建解说系统研究内容框架（如图 +）。

图 +% 环境解说系统相关内容结构图

当前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环境解说系统

作为媒介将资源信息传递给受众、受众接受资源系

统解说服务的信息状况、通过解说受众行为变化来

评价解说媒介实施状况等研究上，即框架图中“ 信

息输出”与“反馈评价”两个过程中。少有文献探讨

游客的执行、操作环境解说系统行为过程等相关研

究。事实上，游客使用环境解说系统行为是整个解

说系统过程中举足轻重的部分。如果没有游客的使

用解说系统行为，环境信息就无法输出、结果评价也

不复存在。因此，深入研究游客对环境解说系统使

用行为是一切关于环境解说研究的基础和必须亟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考量游客是否有效使用景区

解说系统的依据。但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

析，发现对游客使用解说系统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

少之又少，游客使用环境解说系统行为有什么样的

特点，行为发生过程中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

行为又是怎样的作用机理等等都是当前环境解说系

统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

. 对景区管理实践的启示

." + 加强环境解说系统的建设是景区有效管理的必

然选择

近半个多世纪的环境解说相关研究成果表明，

环境解说对提高游客游憩体验、加强生态环境的认

知、提升环境保育理念、完善景区管理、规范游客的

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强环境解说系统的建

设是景区有效管理的必然选择。国内各个景区的规

划者、管理者、投资开发者应该对环境解说的价值、

作用予以充分的重视与肯定，认真地做好景区环境

解说系统规划及解说设施的配置［-#］。

." $ 体验经济时代为环境解说提出新的要求

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一切产品服务都将以人

的体验需求为导向，环境解说系统的规划及建设要

有全新的理念和发展思路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

求。当 前，国 内 环 境 解 说 系 统 的 建 设 就“ 物”论

“物”，多从环境解说系统依托的环境特征进行设

计，忽略了使用者“ 人”的特性及体验需求差异，导

致景区环境解说系统形同虚设，使用率不高、破坏严

重、游客满意度低下等诸多现象。环境解说系统作

为旅游目的地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和建设与我国

旅游发展速度相比显得滞后、脱节，亟待多学科、多

角度的深入研究以提高环境解说系统的服务水平。

." # 环境解说服务是旅游认知上升为环境教育的应

有之举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旅游业经历了二十几年的

发展逐步转型升级，面对体验经济的到来，旅游已不

再是游客和资源之间简单的线性关系，游客对旅游

的认知上升为对环境的解读、对环境的体验、对环境

的求知，旅游成为游客获得环境教育的机会；对于旅

游资源管理者而言，旅游逐步成为实施环境教育的

一种方式，不再是将旅游资源简单地呈现给游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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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加注重环境信息的传递。

无论哪种形态的环境教育，环境解说在旅游认

知上升为环境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对于解说服务来讲，解说员运用声音及肢体语

言、配合各种道具和表演，在人们游览过程中将相关

环境知识传递给社会大众，唤起人们对环境的认知，

寓教于乐，将环境教育在旅游体验中逐步开展；对于

社会大众而言，游客通过使用精心设计的解说方案、

满足游客的了解和学习旅游地文化与生活习俗的动

机及求知需求。

因此，基于环境解说系统的教育属性，在提高游

客的环境认知及景区管理实施环境教育的过程中，

环境解说系统都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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