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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学术界对“解说”的研究较早，主要从解说哲学的角度对解说进行研究。
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解说理论由理论探讨走向社会应用。
解说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环境解说和旅游解说领域。
特别是大众旅游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旅游解说的发展。
旅游解说被广泛地应用于旅游活动之中，以帮助游客观光、学习、感受，向游客诉说某一景观的景色
与历史背后的故事，帮助游客透过第一手的体验看到非本能所见，并获得启发。
目前，我国对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较少，而其作为旅游地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和重要理论，需要我们
对它进行系统研究，并加强应用研究。
　　本书以旅游景观的话语研究为基点，探讨旅游解说系统的要素、结构、性质、功能，以及构建等
的基础理论，并对主题公园、生态旅游区、民族文化旅游社区，以及遗产旅游区等四个不同旅游地类
型进行应用研究。
　　此书的编写基于对昆明世博园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世博学院（现为文理学院）120名旅游专业的学生参加了工作，他们对世博园景观进行分
类，对世博园各类景观的游客偏好、游客行为特征等进行了2000份问卷调查，并按照景观的游客吸引
力指数的高低把景观类型进行排序，分析世博园游客景观偏好，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世博园旅游解说诃
：解说词主要从景观类别、景观的旅游吸引力指数、景观的构景要素、景观特色、景观的文化背景与
内涵、景观的审美等方面进行构建。
随后这些学生在世博园做了一年的导游工作，用自己建构的解说词进行导游解说，他们的解说获得了
游客的高度赞赏。
学生们的工作使老师们深受鼓舞，因此，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旅游系与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
学学院联合，把此项目的研究拓展为“旅游解说系统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并最终形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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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科普教育型对科普教育型的解说对象，在解说时要做到旅游兼顾科普，以旅游景区为载体，利用
景区特有的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在潜移默化中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提倡
科学方法。
如在介绍大连现代博物馆的过程中，首先，要让游客感受到整个博物馆的宏观性；其次，依照游览路
线，逐个讲解，科学性、条理性、层次性必须明确、突出、准确，并注重解说感情的宣泄。
（二）合理有效地使用旅游解说媒体，是解说系统服务功能得以发挥的关键旅游解说媒介是指用以解
说的人力、物力的总和。
它应该包括导游（解说人员）、游客中心、景区牌示标识（设施）、印刷品、音像制品等组成部分，
各部分具有各自清晰的功能、特点。
正确认识这些解说媒介的功能，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1．解说人员就旅游解说系统而言，有自导式解说系统和向导式解说系统，解说人员是向导式解说系
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解说的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参观者）在认知、情意和技能上有所收获，所以，从事解说者，必须
充分认识学习与沟通的理论和技巧，了解人类认知的发展过程及规律，以及不同行业族群的经验、态
度和习性，以及掌握对象学习新知识或新技能的吸收能力，这样才算是成功的解说人员（林志兴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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