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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元分析的国内旅游解说研究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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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源,在对期刊载文量和作者进行计量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元分析方法,从研究层次、

研究方法、研究案例地和研究主题等4个角度对我国旅游解说研究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系统层面的研究是旅游

解说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单位;以旅游者为核心的个体层研究是未来发展方向;(2)以个案研究、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访

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是旅游解说研究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3)旅游解说研究案例地选取相对集中,但分散化趋势明显;个
案研究比较丰富,对比研究有待深入;(4)研究主题集中在解说系统规划设计、解说效果评价、解说翻译、解说媒介选择等

4个方面,其中解说系统规划设计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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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源于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环境保护与遗产保护而兴起。20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国家公园从事解说

(Interpretation)工作的人被称为演讲者(Lecture);1920年EnosMills在著作《一个自然导游的探险》(Adventureofa
natureguide)中,第一次使用解说(Interpret)一词[1];1957年,FreemanTilden在《解说我们的遗产》(Interpretingour
heritage)一书中明确提出,“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目的在于通过原物的使用、切身体验以及说明性媒介来揭示事物

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而不是仅传达事实信息。”[2]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外解说研究经历了形成期、媒介期、名正期,
进入现今的初熟期[3],形成众多较为成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解说有效性、游客分类、解说员与游客

沟通过程及游客解说满意度研究等方面[4],偏向沟通过程探讨研究。而国内关于旅游解说研究起步较晚,除台湾地

区有部分研究外,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规划设计领域,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运用文献计量学与元分析方法,基于CNKI文献检索与分析对国内旅游解说研究

进行初步量化分析。元分析是指运用统计方法对多个独立的同类研究进行整体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综合评价研

究成果[5]。该方法较客观地依据统计学原则进行综合分析[6],克服了传统描述性综述方法的主观性、随意性,是
一种更加客观、科学的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7]。在国外,基于元分析的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心理

学、教育学、医学、药学等多个领域[8]。而国内从1990年代开始将该方法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7,9]。本

文将该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内旅游解说研究中,希望能对国内外学者了解我国旅游解说研究进展有所裨益。
本文认为环境解说、遗产解说、旅游解说是解说在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表述,区别在于所强调的解说功能侧

重点不同,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因此在本研究中视为等同概念。

1文献获取及分析方法

2013年5月11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解说”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项,检索到1989条检索信

息;分别以“旅游”、“环境”、“遗产”、“博物馆”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项在结果中进行检索,剔除重复或不以

旅游解说研究为主题的检索信息,最终得到226条检索信息。遵循上述步骤和标准,主要应用Excel和ROST-
CM6分析软件,对所获得的226条检索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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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背景特征分析

衡量某一学科的发展有两个重要参数指标:发表文献数及文献作者特征[10]。文献计量学是借助文献、作者、
词汇等各种特征的数量,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学科[10]。本

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期刊、作者两个维度对国内旅游解说研究背景特征进行分析,探究该研究领域文献及

文献作者分布规律,把握并预测研究者数量变化及科学发展的规模及趋势,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指导领

域内研究者科学利用重点文献。
2.1期刊特征分析

表1 主要期刊载文数量

数量 期刊名称

11篇 《旅游学刊》

8篇 《环境教育》

6篇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5篇 《人文地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科学》、《地域

研究与开发》、《资源开发与市场》、《科技信息》、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家》、《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学报》、《安徽农业科学》

表2 布拉德福分布表

n A B C D E F

1 11 1 11 1

2 8 1 19 2

3 6 2 31 4

5 5 1 36 5

6 4 9 72 14

72 14 核心区

15 3 8 96 22

23 2 14 124 36
52 21 相关区

37 1 102 226 137 102 102 非相关区

  注:表中n为期刊按发文量递减顺序排列的排列序

号,对于发文量相等的站点可以任意排列;A 为相应期刊所

发表的国内旅游解说研究领域学术论文数量;B 为发表相

应学术论文的期刊数量;C为所有期刊所载论文数量之和,
即论文累计量;D 为B 项的累计和,即期刊累计量;E 为C
项分区期刊所在论文数量之和,即分区论文累计量;F 为D
项分区期刊数量之和,即分区期刊累积量。

表3 期刊数量分区表

区号 论文数量/篇 期刊序号 期刊数/个 期刊数之比

1 72 1-14 14

2 52 15-36 21 1.5

3 102 37-137 102 4.9

2.1.1期刊总体分析 分析发现,226篇样本文献分布在137种期刊中,平均每种期刊发文1.65篇。其中,发文

数量最多为11篇,最少为1篇;发文数量4篇及以上的期刊有14种,占总数的10.22%,发文累计量为72篇,占
样本文献总数的31.85%,表明这14种期刊是国内旅游解说研究的主要情报源(表1)。

分析表1可知,国内旅游解说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

《旅游学刊》、《环境教育》、《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等
为代表的14种期刊中,这主要因为“旅游解说”与“遗产解

说”、“环境解说”关系密切,在有些研究中可以相互替代。
2.1.2期刊发文数量分析 科学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具有

集中与离散分布的规律可循,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某研究领

域所发文献在期刊层面的分布现状及变化趋势,以助于该

研究领域核心期刊区域的确定,为该领域未来研究提供基

础。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获得样本文献的布拉德福分布

表(Bradforddistribution)(表2)。
运用区域分析法,将C 项论文累计量分为3个区,使

得每个区论文累计量大致相等,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不能完全做到每个区论文累积量相等,

每个区期刊数之比也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等比数列,但
基本趋势符合布拉德福区域分布定律(Bradforddistribu-
tionlaw)。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所选样本数量偏

少,所搜集样本文献总数为226篇,分布在137种期刊中,
数量偏少,使得结果存在偏差,不能准确判断期刊论文区

域分布规律。
研究表明,国内旅游解说研究期刊论文分布整体分

散,具有向核心区期刊集中的趋势;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仍
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2.2文献作者特征分析

以洛特卡定律(Lotka’slaw)和普赖斯定律(Price’s
law)两大文献作者分布规律为理论支撑,对所选样本文献

进行作者发文数量和核心作者分析,以探讨国内旅游解说

研究文献作者分布特征。
2.2.1作者发文数量分析 发文数量是评定作者成果、贡
献的主要指标之一[11],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认为,作者

发文数量与科技成果呈正相关。美国学者A.J.洛特卡率

先提出了描述科学生产率的经验规律,即洛特卡定律。
洛特卡定律认为,科学工作者人数与其所著论文之间

具有相关性,即

fx=C/x2

其中x为作者发文数量;fx 为发表x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占所有作者数量的百分比;C为常数。洛特卡定律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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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1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写2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4,以此

类推,写N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2[12]。
表4 作者发文数量统计表

发文数/篇 作者数/位 百分比/%

1 275 84.61

2 31 9.53

3 9 2.77

4 5 1.54

5 1 0.31

6 1 0.31

9 1 0.31

11 1 0.31

12 1 0.31

表5 第一作者发文数量统计表

发文数/篇 作者数/位 百分比/%

1 157 86.75

2 13 7.18

3 8 4.42

5 1 0.55

6 1 0.55

9 1 0.55

洛特卡定律以第一作者为统计对象,但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初步分析发

现,国内旅游解说研究领域学者合作研究现象明显,因此本文选取样本文献所

有作者为统计对象。统计发现226篇样本文献共有325位作者(表4),表明该

领域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其中,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有275位,占总数的

84.61%,明显高于洛特卡定律(Lotka’slaw)规定的60%。
研究表明,该领域学者的研究活动持续性较差,多为一次性研究行为,未形

成稳定、持续的研究作者群,研究活跃度有待提高。
2.2.2核心作者分析 大量论文形成的文献流是研究某学科研究态势的主要

依据,论文发表的集中趋势形成的高产作者群是形成文献流的骨干力量[13]。
高产作者群指发文数量较多、影响力较大的作者集合,是论文发表的核心作者。
普赖斯认为:“科学家的总人数,大致是按杰出科学家人数的平方增长的。”[14]

其研究表明,10%的科学家发表的论文,约占全部论文总和的一半[15]。本研究

根据普赖斯定律,依据发文数量来确定国内旅游解说研究核心作者群。
普赖斯定律认为:
1)杰出的科学家中,一位最低产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等于最高产科学家所

发表论文数平方根的0.749倍,即
M=0.749(Nmax)1/2 (1)

式中,M 为样本文献中最低产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Nmax为最高产作者发表论

文数,发文量≥M 篇的作者即为核心作者。
2)高产作者群发文数量是论文总数量的50%,即

P(1,Nmax)==P(M,Nmax) (2)
式中,P(1,Nmax)为每人发表1篇至Nmax篇(包括1和Nmax)论文的作者所发表论文总数,P(M,Nmax)为每

人发表M 篇至Nmax篇(包括M 和Nmax)论文的作者所发表论文总数。
将样本文献信息导入Excel表格按“作者”进行排序,统计发现共有181位第一作者,产出率为1.25篇/人,

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为9篇(表5),即Nmax=7。代入公式(1),求得 M 为2.247,按实际运用取整数2。即发文量

在2篇以上的为本研究的核心作者,统计显示共有24位核心作者,占总数的13.26%。核心作者群共发表论文

70篇,占样本文献总数的30.97%,与普赖斯定律50%标准有一定差距。统计分析发现,国内旅游解说研究领域

论文合著现象明显,有127篇论文由2人或2人以上共同完成,占论文总数的56.19%,研究团队以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研究团队为主要代表。
研究表明,国内旅游解说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群初步形成,核心研究团队引领学术研究方向,但其规模、产出

率仍有待提高。

3研究内容特征分析

元分析需要将收集到的多个独立研究结果合并成某个单一的统计量,以此反应多个独立研究的综合效

应[16]。系统考虑各研究特征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以226篇样本文献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层次、研究方法、研
究主题、研究案例地等4个角度对国内旅游解说研究内容进行元分析。
3.1研究层次

研究层次指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的分析层次,或者是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具体层次。
研究层次反应了研究领域研究热点问题所属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趋势。管理学研究

层次主要包括个人、团队、组织、行业和国家5个层面,Vessey等在对IS研究进行分析时,将IS研究划分为10
个层次:个体层、小组/团队层、组织层、跨组织层、社会层、抽象概念层、学科专业层、系统层、系统要素层和项目

层[17]。本文借鉴Vessey及管理学研究的层次分类体系,结合国内旅游解说研究特点,构建本研究的研究层次分

类体系(表6)。
本文依据制定的研究层次分类体系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具体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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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研究层次分类体系

研究层次 内 涵

系统层 聚焦于一个或多个解说系统。

系统要素层

旅游解说系统各组成要素的研究,包
括解说媒介、解说对象、解说内容、解
说翻译等。

个体层 旅游者与解说系统之间关系。

抽象概念层 聚焦于解说概念、解说模式等的研究。

学科专业层
旅游解说研究本身的现状、特点以及

发展趋势。

表7 研究层次分析结果

研究层次 频数 频率/%

系统层 112 49.56

系统要素层 44 19.47

个体层 40 17.70

抽象概念层 19 8.41

学科专业层 11 4.86

  数据表明系统层面的研究是本样本中最常见的研究单位,国
内学者大多从系统学角度对旅游解说进行研究,涉及到某一类具

体旅游活动或旅游产品解说系统的构建或规划,如生态旅游解说

系统、红色旅游解说系统、水上旅游解说系统规划。
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系统要素层和个体层的研究,两者

的比例非常接近。王艳从系统学角度出发,提出解说系统由解说

反馈、解说对象、解说受众、解说内容、解说组织和解说媒介6大

要素组成[18]。本研究中将解说媒介研究、解说内容研究、解说翻

译研究和解说教育研究归为系统要素层;将基于旅游者视角的解

说系统评价归为个体层的研究,主要包括解说系统有效性研究、
旅游者解说需求或动机研究和旅游者解说满意度研究3个层面。
其中,解说媒介、解说内容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的重点。国外关

于解说媒介的集中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研究内

容集中在解说媒介选择与效果评价[19],发展至今,研究内容逐渐

丰富与细化,已深入至微观领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形成完整的

解说媒介谱。相较而言,国内解说媒介研究内容较单一,以传统

解说媒介牌示解说效果研究和新兴电子解说媒介的概念性描述

与功能性简介为主,研究内容急需深化,研究视角有待拓展。个

体层的研究是在旅游解说规划由资源导向为主导向旅游者需求为主导转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游客管理与旅游

解说相对独立的局面已不能满足旅游解说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旅游解说系统评价与研究成为

旅游解说研究发展必然趋势。
抽象概念层与学科专业层研究可以反映某领域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丰富程度是该领域研究成熟度的

表现之一。数据表明,抽象概念层和学科专业层研究在样本文献中所占比例约为13.5%,研究内容多为简单文

字描述,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升,并没有形成科学的旅游解说研究理论体系。

3.2研究方法

关于旅游研究方法的分类,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相关阐述。汪德根等在对4大地理学顶尖—学术期刊文

献进行分析时将研究方法分为描述性、概念性、构造模型、数理统计4类[20];张宏梅、陆林在对1999—2003年间

《旅游学刊》发表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时,将研究方法分为传统定性、现代定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基础统计分析、
复杂统计分析5种[21]。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构建如下研究方法分类体系:

表8 研究方法分类体系

研究方法 基本特征 文献数/个

定性研究方法

传统定性 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 67

现代定性

对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

卷进行频数或频率的统计分析,建立指标

体系等。
126

定量研究方法

基础统计分析
对定量数据进行均数、频数、相关分析、统计

检验等的统计分析。
0

复杂统计分析
对定量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对应

分析、聚类分析等。
3

定性与定量混

合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访谈、问卷或官方 统计资料等方法

作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11

综述研究方法 包括文献综述、基础理论、理论模型构建等。 19

根据构建的研究方法分类体系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具体如表9所示。
表9 研究方法分析结果

研究方法 频数 频率/%

定性研究方法 193 85.40

定量研究方法 3 1.32

定性与定量混合研究方法 11 4.87

综述研究方法 19 8.41

  数据表明,定性研究方法是样本文

献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其次是综述研

究方法和定性与定量混合研究方法,缺
乏利用数学检验、假设检验等定量研究

方法的分析。
定性研究方法中以个案研究、问卷

调查、实地考察和访谈为主,学者们通

过实地考察获取旅游解说系统现状资料,通过问卷或访谈方式对旅游者行为或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推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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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由以文献分析为主导的传统定性研究向以访谈和开放式问卷为数据来源的现代定性研究转变,这与研究层

次中个体层研究比重较高相一致。综述研究方法在样本文献中占有一定比例,这与国内旅游解说研究发展较

晚,主要通过分析国外旅游解说研究现状及经验来深化研究认识有关,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理论或方法,逐渐

形成我国旅游解说研究的理论框架与体系。
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我国旅游解说研究方法较单一,仍停留在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以及基于问卷调查数

据的简单频数、频率分析上。早在80年代早期,随着旅游解说系统评价研究的深入,国外旅游解说研究已经向

量化方向转变,研究方法上以试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为主[4],运用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旅游前后独立样

本分析、旅行费用法、结构方程模型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比性。我国旅游解说研究应充

分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融合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教育学、环境科学、符号学、美学等学

科理论,综合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对应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可比性。

3.3研究主题

226篇样本文献中,选取有关键词的204篇文献进行关键词提取分析,共得到原始关键词758(含重复)频
次,篇均关键词3.72频次;对所获取关键词中表述不一致、不规范等进行一定处理,包括对语义相同、表述不同

的关键词进行归并,如景区与旅游景区、层次分析法与AHP分析、重要-表现程度分析法与IPA分析、满意度与

游客满意度等。通过对关键词的多轮处理与归并,共得到430个不重复的关键词。

表10 核心关键词频次统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解说系统 43 翻译 7

旅游解说系统 37 环境解说系统 7

旅游解说 30 分析 6

旅游景区 19 构建 6

解说 15 游客 5

环境解说 13 自然保护区 5

满意度 12 解说媒体 5

地质公园 11 环境教育 5

旅游 8 目的论 5

博物馆 8 森林公园 4

问题 8 旅游管理 4

生态旅游 8 自导式解说系统 4

规划 7

表11 基于关键词的研究主题统计

研究主题 涉及关键词

旅游 解 说 系 统

规划设计(40)

规划(7)、构建(6)、游客(5)、规划设计(3)、解说系统规划(3)、旅
游规划(3)、设计(3)、景区解说系统规划(2)、支持系统规划(2)、
解说规划(2)、策划(1)、旅游解说规划(1)、游客导向型解说系统
规划(1)、系统设计(1)

旅游 解 说 效 果

评价(28)
游客满意度(12)、游客(5)、评价(3)、评估(2)、效果(2)、游客感
知(2)、旅游需求(1)、解说有效性(1)

旅游 解 说 翻 译

(21)
翻译(7)、目的论(5)、汉英(3)、旅游英语(1)、英译(1)、景区英文
解说(1)、功能理论(1)、双语解说(1)、双语标识(1)

旅游 解 说 媒 介

选择(19)

解说媒体(5)、解说牌(2)、解说标识牌(2)、旅游标示(1)、触摸屏
(1)、解说词(1)、媒介(1)、现场控制器(1)、参与式解说媒体(1)、
多媒体(1)、标牌解说(1)、旅游景区牌示语(1)、解说牌文本(1)

运用ROST-CM6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分词和词频分析,选取词频大于等于4的高频关键词构成核心关键词

库,以反映样本文献重点研究主题及研究热点。共得核心关键词25个(表10),占总关键词数量的6.05%;出现

频次为282频次,占所有关键词总频

次(758频次)的37.2%。“解说系统”
出现次数最多,其次为旅游解说系

统、旅游解说,共出现110频次,占关

键词总频次的14.5%。
分析核心关键词可看出,目前国

内旅游解说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4个

方面(表11):旅游解说系统规划设

计、旅游解说效果评价、旅游解说翻

译和旅游解说媒介选择。
其中,反映旅游解说规划的关键

词最多,共出现40频次,占关键词总

频次(758频次)的5.3%,说明旅游解

说系统规划设计是旅游解说研究领

域 的 主 要 热 点 问 题,这 与 吴 必 虎

等[19]、张明珠等[4]学者的观点相一

致。近几年,随着旅游规划热潮的兴

起,旅游解说规划在实践与研究中也

备受重视。涉及旅游解说效果评价

与旅游解说媒介选择的关键词分别

出现了28频次和19频次,且多从旅

游者角度进行分析评价,反映了旅游

者即解说受众在旅游解说研究中的

重要性,对旅游者解说需求特征及与

旅游解说系统沟通过程的研究将成

为未来研究重点。此外,涉及旅游解

说翻译的关键词也不在少数,共出现

21频次,这与旅游的国际化及中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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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地位的提升有一定关联,从侧面也反映了旅游解说在研究领域与实践应用中与国际接

轨的必要性。

3.4研究案例地

理论联系实践,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是旅游研究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226篇

样本文献中有116篇论文对具体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占样本总量的51.3%。其中108篇为个案研究,8篇为多

案例对比研究。
在对案例地进行分类统计时发现,有的案例地隶属于几个不同类别,本研究中按照文献作者研究重点不同

进行归类。如河南云台山既属于世界地质公园,又属于国家5A级景区,在样本文献《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解说

系统初步分析》[22]中,主要强调其“世界地质公园”性质,故在此将其归为“世界地质公园”类别。统计结果详见表

12。

表12 研究案例地类别统计

序号 类别 文献数/篇 序号 类别 文献数/篇

01 博物馆 10 15 古村落 3

02 城市 10 16 山岳景区 3

03 世界自然遗产 10 17 森林公园 2

04 世界文化遗产 10 18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

05 国家森林公园 8 19 园林 2

06 自然保护区 7 20 古镇 2

07 其他人文类景区 7 21 国家自然保护区 2

08 城市公园 6 22 湿地公园 1

09 地质公园 6 23 国家公园 1

10 国家4A或5A级景区 5 24 植物园 1

11 世界地质公园 4 25 其他文化遗产 1

12 国家地质公园 4 26 人造景区 1

13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3 27 动物园 1

14 遗址类 3 28 生态观光园 1

表13 研究案例地分类统计

研究案例地类型 涉及案例地类别

旅游区(15) 城市(10)、古村落(3)、古镇(2)

景区(91) 自然类(66)、人文类(22)、综合类(3)

博物馆 博物馆(10)

样本文献案例地涉及多种类型,具有分散化趋势,但主要集中在遗产遗迹、博物馆和公园类旅游目的地,约
占总数的61.8%;并且,案例地在空间尺度上和资源性质上都存在差异,综合分析可将其分为3大类:旅游区、景
区和博物馆类(表13)。其中,景区类案

例地占比最高,占个案研究样本文献的

78.4%,主要关注景区管理和解说系统

有效性;其次为旅游区,占比12.9%,以
城市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为主,目的在于

提升城市旅游竞争力;而博物馆类占比

较小,但这并不说明国内学者不重视博

物馆和旅游活动中解说系统的构建,相
反,样本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博物馆解说

系统研究的文章,但大多属于一般描述

性或解释性文章,因此不计入本次统

计,这也说明目前国内关于博物馆解说

系统研究文章缺乏实证研究。
按旅游资源价值可将景区分为世界

级、国家级和地方级3大类,个案研究中

有49篇以国家级及以上级别景区为案

例地的文献,占景区案例的53.8%,这与

张明珠、卢松等[4]学者的研究相符,表
明景区案例地选取具有明显的高级别

景区偏好。旅游解说个案研究涉及的

案例地类型多样,级别较高,具有很好

的代表性,但研究深度以及不同类型案

例地之间的对比研究还有待加强。

4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国内旅游解说研究背景特征进行计量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元分析的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对“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到的226篇相关论文,从研究层次、研究方法、研究案例地、研究主题4个方面进行综合

分析。研究发现表明目前国内旅游解说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1)研究层次方面:系统层面的研究是旅游解说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单位,以旅游者为核心的个体层研究是

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层次由系统走向个体,系统性的规划与设计研究将向旅游者与解说系统之间关系研究转变,
研究层次的深入与丰富将推动理论研究体系的完善。

2)研究方法方面:以个案研究、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是旅游解说研究中最常用的研究

方法,具有由以描述及简单统计为主的定性研究向跨学科、融合定性定量的综合性分析方法转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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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案例地方面:案例地选取相对集中,但分散化趋势明显;由以单一个案为主的实证研究向多类型、跨
区域的多个案对比分析研究转变。

4)研究主题方面:主要集中在解说系统规划设计、解说效果评价、解说翻译、解说媒介选择4个方面,其中解

说系统规划设计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未来,随着旅游体验内涵的丰富与深化,研究将更加关注以旅游者为核

心的解说效果、解说体验等主题。
本文从多个角度清晰地展示了国内旅游解说研究特征,帮助研究者了解该领域内的研究状况及之间的关

联,揭示单个独立研究的不确定性,发现以往单个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而为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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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haracteristicsofTourismInterpretationinChinaBasedonMeta-Analysis

HUChuan-dong,HUANGZong-lin,LUOShi-wei
(CollegeofGeographicalSciences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RegardingtheCNKIastheretrievalsource,basedonthebibliometricanalysisofpapersandauthors,thispapermakesthe
statisticalanalysisoftourisminterpretationinChinaonfouraspects,includingtheunitsofanalysis,researchmethods,research
caseandresearchtopic.Theresultsshowedthat,(1)thesystemlevelstudyisthemostcommonstudyunit;thestudyofindividual
levelisthefuturestudydirection;(2)thequalitativeresearchincludingcasestudy,questionnairesurvey,on-the-spotinvestigation
andinterviewisthemostcommonlyusedresearchmethods;(3)thecasestudyselectionisrelativelyconcentrated,buthasaevi-
dentdecentralizationtrend;individualcasestudyisveryrich,whilecomparativestudyneedsfurtherstudy;(4)theresearchtopic
focusesonfouraspects-theinterpretationsystemplanninganddesign,theinterpretationevaluation,theinterpretationtranslation
andtheinterpretationmediaselection.Andtheplanninganddesignisahotspotinthisfield.
Keywords:tourisminterpretation;meta-analysis;research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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