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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综述

吴必虎, 高向平, 邓　冰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 北京 100871)

摘　要: 环境解说最早出现在美国国家公园的服务体系中, 伴随着新兴的旅游方式、目的

地竞争日益激烈和居民游憩需求的增加, 其概念内涵与功能不断发展, 并且解说的研究也

得到不断完善。本文分别从国外环境解说研究的时代发展和内容上进行划分, 而由于国内

的研究很少, 只作为综述的补充。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环境解说分别经历了“形成期”、

“媒介期”、“名正期”以及“初熟期”。在研究内容上,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对解说特征

与功能的研究, 包括其概念性框架与目标、手段选择、管理功能与经济功能的研究; 对解

说受众的研究, 主要包括对游客的分类研究及解说方式的研究, 以及对解说员与游客之间

沟通过程的研究等。在西方, 环境解说研究通过借助其他各学科的理论而逐渐成熟, 笔者

建议引入国外成熟理论以建设并完善环境解说学科体系来填补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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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目前的旅游区中, 解说不被人们普遍接受。一方面由于人们旅游的目的还普遍

停留于普通的大众观光, 另一方面又缺乏高质量的解说服务。同时, 游客管理与旅游解说

相互独立, 旅游者只能处于被动管理的地位。随着新兴旅游方式的不断增加与游憩活动的

深入开展, 人们不仅对活动的参与性增强, 而且渴望在旅游中进行娱乐并获取知识。因此

环境解说成为旅游者 (游憩者) 理解、欣赏环境和遗产的主要途径, 并且促进游客管理手

段的完善。

国外的环境解说研究起步较早, 拥有大量的著作与文献。但是, 国内除台湾地区有部

分研究之外, 大陆的相关研究则较少, 一般只在旅游规划研究的专著中有部分原理与方法

的说明, 深入研究不足。由此, 笔者对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进行综述, 希望对国内今后这

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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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解说研究起源与概念

211　环境解说及其研究的起源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 西方国家公园中从事解说 (in terp reta t ion) 工作的人一直被称为

演讲者 ( lectu rer) , 直到 1920 年 Eno sM ills 在他的著作《一个自然导游的探险》(A dven tu res

of a N atu re Gu ide) 中, 首次运用了解说 ( in terp ret) 一词描述他在洛基山中的导游讲解工

作, 并把这种工作形式称为自然导游 (natu ra l gu id ing)。20 年代后半期, 美国印第安那州

立公园把进行自然导游工作的人称为自然主义者 (natu ra list)。到了 30 年代晚期, 随着解

说内容拓展到历史与文化, 自然导游这个提法逐渐被解说所代替。通过 Stephen T 1M ather

的比较, M ak ru sk i (1978) 认为, 解说包括整个活动经历, 而自然导游只是传播媒介[1 ]。

R u ssell (1947) 对解说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2 ]。1957 年 T ilden 在他的著作《解说我们

的遗产》( In terp ret ing O u r H eritage) 中, 丰富了解说在历史、艺术、心理以及自然等各方

面 内涵[3 ]。 1961 年成立的解说自然主义者协会 ( T he A ssocia t ion of In terp ret ive

N atu ra lists) 与西部解说员协会 (W estern In terp reters A ssocia t ion) 使解说得到了专业认

可。

由于环境解说 (environm en ta l in terp reta t ion)、遗产解说 (heritage in terp reta t ion) 与

解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本文把解说与其它两者视为等同概念。

根据H am (2002) , 解说的研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分为 4 个阶段, 包括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形成期 ( the fo rm at ive years)”,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的“媒介期”(search fo r

the best m edium ) , 80 年代到现在的“名正期”(quest fo r leg it im acy) , 以及 90 年代以后出

现的“初熟期”(early m atu ra t ion) [4 ]。60 年代的解说仅仅停留于修辞手段对概念的描述。70

年代以后, 人们开始寻找与游客沟通的媒介及其效果, 例如把解说手册与幻灯片进行比较。

但是这一时期仅把解说孤立地看待成一种活动体验, 缺乏理论基础。随着游憩心理学以及

社会学的成熟, 出现了完整的解说媒介谱, 游客可以根据游憩活动的类型选择合适的解说

方式。但是此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解说所具有的管理功能。80 年代早期, 学者对解说开始

进行系统评价, 这意味着解说的研究开始向量化方向转变, 作为手段, 解说不再只具有娱

乐性, 还增加了管理功能。尽管这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 但是解说研究已经开始为自己寻

求合法的地位。近年来, 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更多的成熟理论运用到解说的研究中,

使得研究者更加注重解说给游客思想带来的长期影响, 研究内容上逐渐偏向于对沟通过程

的探讨, 同时分析手段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使研究日渐成熟。

212　环境解说的定义

至今有关环境解说的定义很多, T ilden (1967) 最早认为解说并非事物的简单描述, 而

是通过体验揭示事物内在意义与相互联系[5 ]。Knudson 等人 (1999) 主张解说是用故事的

形式讲述纯概念化的事实, 通过激发游客的智慧达到理解和娱乐的目的[6 ]。M ak ru sk i

(1978) 认为解说是一种娱乐性为主的教育事业[1 ]。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 Sharp (1969) , 即

服务、教育与娱乐的升华就是解说[7 ]。A lderson 和L ow (1985) 把游客对事物的理解作为

计划性目标, 通过解说的技巧促进游客的理解[8 ]。P ierssené(1999) 强调解说是从信息交流

到游客获得愉悦感的整个过程[9 ]。吴必虎 (1999) 从旅游角度认为解说具有服务和教育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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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10 ]。吴忠宏 (1997 年) 强调解说具有中心主题, 通过阐述过程激发游客的新见解

与热情[11 ]。

解说概念众多, H am (1992) 把解说过程概括为四种特质: 欢快的气氛, 针对性内容

与目标游客群, 组织逻辑性以及中心主题[12 ]。因此, 环境解说的目的有二: 对于游客来说,

通过对自然与人文资源的理解与欣赏, 进行双方的信息交流以融入自然与历史; 对于旅游

地来说, 要通过解说为游客提供一种愉快而有意义的体验, 从而影响公众的态度与行为, 不

仅让人们尊重自然与历史文化, 同时寻求公众对管理部门的相关工作与条例的理解与支

持[13 ]。

应该指出的是, 环境解说与环境教育在概念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后者是教育系统的

一个新范畴。根据 Sinha (1992) ,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 1970 年内华达会议对环境

教育的定义是: 环境教育是认识价值和澄清概念的过程, 它培养人们理解和评价人及其文

化、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必需的态度和技能, 在有关环境质量问题的决策和行

为规范的自我形成中, 环境教育承担实践的任务[14 ]。因此, 环境教育是一种从态度到技能

的培训过程, 而环境解说是寓教于乐的综合体。

3　环境解说研究进展

311　国外研究内容分析

目前国外环境解说研究在理论上采用多学科交叉 (包括对市场、消费者行为、应用行

为分析、教育学等理论的运用)、在手段上进行大量问卷调查与统计, 并且与实验相结合的

应用型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即环境解说框架与功能、解说受众、解说员与游客之

间沟通过程。但就目前来看, 研究结果往往实际应用性不强。H am (2002) 指出, 只有把

研究重点放在实用的解说沟通过程上, 才能标志着这一学科在应用社会学领域拥有一席之

地[4 ]。

31111　解说的框架与功能研究

(1) 解说的概念性框架与目标框架

Istvan (1993) 通过把自导型解说系统和向导型解说系统作为自变量, 而游客在解说中

获得的知识与提升的态度值作为因变量, 也即解说的效果, 筛选出在解说过程中的影响因

素以及解说需要采取的方式和步骤, 构筑并充实了“人——解说者——解说对象”的解说

概念性框架[15 ]。Knapp (1994) 运用环境教育行为变化模式 (environm en ta l educat ion

behavio r change model) 作为环境解说目标框架的基础, 寻找与游客行为变化有关的环境解

说目标, 并明确了该目标的层次对游客态度、知识和行为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6 ]。

(2) 解说的媒介选择

N icho ls (1985) 不仅记录了自导解说路径对自然历史知识转变成人们能够接受的信息

的有效性, 同时确定了听觉的交流设施是解说中最有效的媒介工具[17 ]。Cherem (1977) 研

究了口头解说与非口头解说对听众接受信息的重要性[18 ]。类似地, M art inkovic (1977) 探

索了非口头解说对游客产生的影响[19 ]。H anna (1986) 对可视性设备对游客传达的信息效果

进行了评估[20 ]。

可以看出, 对媒介的寻找以及效果比较集中在 70 年代到 80 年代, 忽视了解说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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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沟通媒介, 需要技巧的完善来传达保护与管理的理念。

(3) 环境解说的管理功能研究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国家公园的管理人员认识到, 解说不仅能够为游客提供愉快的经

历和教育的机会, 同时, 好的解说可以成为旅游及游憩场所的间接管理工具, 引导游客规

范个人行为, 促进管理的实施。O lson (1983) 不仅通过对比解说前后游客对保护区管理理

念的理解程度和态度的差异分析出某种解说教育模式的有效性, 同时利用相关性分析证明

游客对保护区管理的理解与其自我行为管理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而与包括游客特征在

内的各种社会统计变量没有关联[21 ]。Earnest (1996) 对生态脆弱带、从属于多角管理的海

岸地区进行了解说系统的设计, 不仅影响、教育甚至改变游客与居民的行为, 并且缓解了

多角化管理和人们不规范行为带来的环境压力, 从而达到对这种生态脆弱地区的间接管理

目的[22 ]。

另外一些学者把环境解说与其他研究领域结合, 发挥解说的管理功能。R ice (1991) 把

环境解说作为城市设计的辅助手段, 通过开发城市“绿带”公园 (green line park) , 不仅限

制了私人的开发行为, 同时利用环境解说鼓励居民的正常游憩行为, 增进居民对历史、文

化与风景的理解, 达到资源管理、风景质量与自然栖息地保护的目的[23 ]。

(4) 解说的经济功能研究

随着自然与文化的多元化与差别化发展, 人们越来越渴求新的知识, 并且 H am

(2002) 发现游客更希望把旅游地的自然文化信息作为知识进行储备, 甚至愿意为高质量的

解说支付成本[24 ]。A b le (1991) 指出许多旅游业管理者由于认识到解说的经济收益而对解

说与教育提高了重视程度[25 ]。Cab le (1984) 利用旅行费用法 ( t ravel co st model) 等计算方

法对解说设施为旅游地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量化, 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解说具有一定经济效

益[26 ]。尽管目前解说量化研究不多, 但是借助量化手段必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靠的证据。

(5) 解说与可持续旅游

根据H am 等人 (2002) 的研究, 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旅游业的两个中心环

节。在经济可持续性方面, 不仅高质量解说丰富了人们的旅游体验, 增加游客的满意度, 从

而推动“口——口”宣传与游客的再次到访; 而且解说的工作为地方增加了就业机会。在

生态可持续性方面, 通过“理念——态度——行为动机——行为”这一认知与行为反应链,

解说能够让游客形成牢固的生态伦理观, 并最终作用其行为[27 ]。W eiler (2002) 的研究表

明生态旅游者比普通旅游者更加渴求新事物, 需要在旅途中积极的投入环保体验, 而不仅

仅是娱乐的经历。因此, 可持续的生态旅游解说就更应该具有以下四种特征: (1) 以交流

理论为基础, 确保传达的信息具有吸引力、内容广泛。 (2) 为游客提供一系列易获取的媒

介手段与学习途径, 以便进行选择。 (3) 具有时效性, 信息不断更新并易于被游客理解。

(4) 对信息进行筛选、策划、包装, 并传达给适当的目标听众。因此, 解说集中体现了生

态旅游的持续性, 而与一般形式的自然旅游区别开来[28 ]。

31112　对解说受众的研究

(1) 游客分类研究

在进行解说之前, 对解说受众, 即明确游客类别十分重要。Stew art 等人 (1998) 通过

对游客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把到访国家公园的游客分为四种类型, 即 seekers,

stum b lers, shadow ers 和 shunners。其中, seekers 型游客积极地寻求解说信息, 根据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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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解说信息的了解不同又可分为 learners、gatherers 和 f illers; stum b lers 型游客与前者

不同, 他们对解说并非十分需要, 可能会偶然与解说员相遇, 接受解说, 因此, 解说的结

果决定他们分为两种: sa t isf ied 与 fru st ra ted。其中, 后者由于解说的不力可能导致对整个

活动的不满。shadow ers 型游客需要专门的导游, 例如登山导游进行安全防备, 这类游客一

般数量不多。而 shunners 型游客一般由于语言障碍、时间限制而不需要解说服务, 甚至于

对解说持抵触态度。因此, 不同的游客对解说的需求程度不同, 决定解说的力度和评价手

段不同[29 ]。H am (1992) 把在室内接受教育或性质相似的听众称为强迫型听众 (Cap t ive

audiences) , 而在室外接受解说或处于轻松气氛的听众称为自愿型听众 (N on2cap t ive

audiences) , 后者的动机一般是寻求乐趣、自我提高与丰富, 甚至是打发时间[12 ]。因此

T ho rndyke (1977) 主张应该在人们没有厌倦之前尽快传达主题内容[30 ]。由于游客自控能力

与接受信息能力不同, M o scardo 等人 (1986) 从环境心理学角度把游客分成积极的

(m indfu l) 与钝化的 (m indless) 两种, 同时解说的设计应该致力于前者[31 ]。但是, 根据L anger

和 P iper (1988) 的研究, m indfu l 类型的游客一旦撤消自我控制力, 就会转向m indless 类

型游客[32 ]。

(2) 游客解说方式研究

P ierssené(1999) 的研究表明, 在游客能够接受的解说方式中, 尽管家长式解说在短时

间内能够抓住游客的注意力, 但是具有逻辑性的成人式解说更能够激发游客的灵感, 而儿

童式可以适当活跃气氛[9 ]。Pat terson 和B itgood (1988) 通过对展览的参观者行为的研究,

发现展览的规模、目的、艺术风格以及现实性等 14 种因素对于参观者的注意力和接受信息

的过程具有重大影响[33 ]。M o scardo (1996) 根据m indfu l 与m indless 型游客对遗产解说接

受与理解结果的对比, 提出了遗产解说方式的四点原则: (1) 解说应为游客提供多种体验;

(2) 通过以自然为导向的解说活动, 令游客参与其中并控制注意力; (3) 建立解说员与游

客个人体验和感受的纽带; (4) 通过解说激发游客的智慧, 鼓励游客进行提问。从而构建

解说员与游客之间的互动过程, 提高解说的质量[34 ]。

31113　解说员与游客之间的沟通过程

目前完全针对游客与解说者之间沟通过程的研究不多, 或多或少都会偏向于对游客的

研究或对解说者技巧与原则的研究, 而且不同类型之间的研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比如

针对沟通过程的研究目的是检验解说的技巧以及解说方式。R yan 等人 (1995) 通过对国家

公园内的解说人员进行分类, 并对接受不同级别人员解说的游客在刚刚接受解说以及数月

后的记忆与理解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对比出游客前后知识获取与记忆存储的差异, 间接测

试出不同级别的解说者的交流技巧[35 ]。这一研究不仅评估了解说员沟通技巧的效率, 而且

检验出游客与解说员的沟通过程是否可靠准确。

31114　环境解说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上述一些归类研究外, 解说其他方面的探讨更加偏向于某一方面。具体说来:

Shum an (1983) 进行了从理论创建到技能开发的环境解说大学课程模式的设置[36 ]。U zzell

(1998) 通过对博物馆的解说类型、可靠性等进行评价, 提高了馆内解说的效力; L ee

(1998) 通过对行为地图 (behavio r m app ings) 的分析, 阐述了人的兴趣、知识的获取、知

识结构以及态度的转变是解说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A shw o rth (1998) 认为由于欧洲各

国之间自然、政治和文化具有联系, 使得其遗产解说需要建立在大欧洲全盘尺度 (p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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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ropean dim en sion) 上, 不应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 Goodey (1998) 讨论了解说设

施对城市旅游的的贡献[37 ]。Cardea (1999) 对环境解说与环境教育进行了比较, 认为前者

是手段, 后者是目标, 只有两者的综合体才能有效地传播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及其影响结

果[38 ]。John son (1999) 对美国户外教育和环境解说项目的户外领导者的知识与技能进行调

查, 发现参加活动人员的健康与安全、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解说领导者积极的作用是普

遍关心的问题[39 ]。A p 等人 (2001) 提出在香港建立一套完整的导游监督服务体系是提高香

港导游服务质量与职业化水平的关键[40 ]。

312　国内环境解说的研究内容

目前国内大陆地区的环境解说相关研究很少, 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 1994 年到 2003 年

之间的解说类论文有 286 篇, 但是与环境解说相关的只有 2 篇, 并且只是从旅游解说系统

的规划与设计角度出发, 而对环境解说的研究领域还没有深入涉及。吴必虎等 (1999) 把

旅游解说系统分为自导式与向导式, 并对北京与香港的旅游解说系统做了比较, 同时对北

京市的旅游解说系统进行了分类, 包括交通网络导引解说系统、接待设施解说系统、观光

度假地解说系统及可携性解说系统四种类型, 为提高城市总体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提供可

操作的依据[41 ]。吴承照 (1998) 提炼出解说规划的内容框架, 对规划目标、流程以及规划

内容做了安排[42 ]。磨洁 (2000) 对森林生态旅游的环境解说规划做了研究, 提出以地质、气

候、土壤、水文和空气质量的解说为主要内容的解说基本框架[43 ]。

台湾在环境解说方面的研究对实践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王鑫 (1977) 通过探讨人

对外界环境的意象- 感觉- 知觉- 态度- 行为等整个过程, 确立了景观保护和教育的基础,

这无疑为环境解说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证据[44 ]。吴忠宏 (1987) 对解说在动物保育中

的重要性做了研究, 认为解说是动物保育的宣导, 通过口语化的语言使人们心灵得到触

动[45 ]。王绪昂 (2000) 通过对解说员在赏鲸活动之前、之中与之后的重要性进行分析, 指

出解说对于海洋生物保护的重要意义, 同时为解说员的实际工作提出指导意见[46 ]。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评述, 可以看出环境解说借助环境教育的形式, 向游客传达保护自然与遗产

的信息, 并在此过程中取悦、管理游客, 而对于管理者来说, 通过提高游客满意度, 更能

带来经济回报。由于我国目前的环境解说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有些方面虽已涉及, 但

有待深入。有关建议如下:

(1) 在理论研究与建设上, 国外成熟理论亟待引入。界定出环境解说与旅游解说和环

境教育的概念, 在实践中综合运用。同时, 环境解说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应该在理论上汇

集环境科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 做好对解说受众与解说员

的研究, 挖掘解说作为信息传播媒介所应具备的效力。

(2) 在大专院校的专业设置上, 特别是一些自然资源管理、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的专

业, 应该加设环境解说ö教育的相关课程。

(3) 在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中, 管理者们应该认识到解说系统不仅仅需要资金投入, 同

时也是一种令游客满意从而带来经济利益的手段。并且, 解说不仅仅具有服务的功能, 更

具有教育功能。在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中, 解说系统的规划编制有严格、规范的要求,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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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系统规划编制的依据包括关于国家公园的法律、管理条例、公园管理规划、资源管理

规划、解说条例等。因此, 在我国应该逐步制定出与环境解说相关的法规及实施细则, 作

为各风景名胜区的依据, 逐步制定并实施环境解说规划。

(4) 在旅游规划与环境规划中, 环境解说规划应该纳入景区景点的各级规划中, 使解

说规划作为管理部门的辅助手段, 对旅游区进行管理。

(5) 在政府的职能管理部门中, 应该形成多部门合作的局面, 包括土地部门、城建部

门、旅游部门、环境部门等, 真正把环境解说提到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

(6) 在学术网络建设上, 建议今后国内与国外的学术机构建立友情网络链接, 设立环

境解说研究的网络论坛, 加强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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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Env ironm en ta l In terpreta tion: A L itera ture Rev iew

W U B ihu, GAO X iangp ing, D EN G B ing

(T he Center fo r R ecreation and Tourism R esearch, Pek ing U 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 ina)

Abstract: Environm en ta l in terp reta t ion, as a k ind of natu re tou rism gu ideline, o rig inally

cam e in to being in the nat ional park system of U S1W ith con stan t imp rovem en t of service

quality in tou rist dest ina t ion s, increasingly severe compet it ion of tou rist p roducts, and

no tab le funct ion s of m anagem en t and econom y in in terp reta t ion, the concep ts and

funct ion s of environm en ta l in terp reta t ion are fu rther developed1 M o re over, the research

of th is top ic is a lso being modif ied1F rom 1960’s, environm en ta l in terp reta t ion experienced

4 periods, i1e1 (1) the fo rm at ive years, (2) research fo r the best m edium , (3) quest fo r

leg it im acy and (4) early m atu ra t ion1 T he rela t ive research con ten ts w ere m ain ly con sisted

of: (1) the research of characterist ics and funct ion s of in terp reta t ion, including concep tual

fram ew o rk and goals, m edia select ion, and funct ion of m anagem en t and econom y; (2) the

research of tou rists in in terp reta t ion, including catego ries of tou rists and w ays of

in terp reta t ion; (3) the research of the comm un icat ion betw een in terp reters and tou rists1
In w estern coun tries, the study of environm en ta l in terp reta t ion is mo re and mo re m atu re

w ith the help from o ther academ ic fields1 T herefo re, in t roducing bo th theo ries and

experiences of fo reign in terp reta t ion research in to Ch ina w ill help ou r scien t ists do fu rther

researches in th is f ield1

Key words: environm en ta l in terp reta t ion; in terp reta t ion; tou rist; m edia; nat 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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