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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旅游的兴起，解说系统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备受旅游者重视，其不仅仅是传递基

本信息和历史背景的工具，更是提供深度文化体验的桥梁。文章从相关概念，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

系统的内涵定义、功能研究、分类和保护利用等方面发展现状进行总结，分析比较了国内外研究进展。

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设计提出对策与建议，以期提高解说系统的功能效

果，促进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进而辅助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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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ouris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It is not only a tool to convey bas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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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storical context, but also a bridge to provide an in-depth cultur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lated concepts, connotation definition, functional re-
search, classificati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tourism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is basi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tourism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functional effect of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n assist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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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强调文化与自然遗产旅游中游客的教育、遗产管理和游客感

受体验的作用下，国内学术界、旅游管理部门、规划界和景区开发与管理部门越来越重视旅游解说系统

在文化遗产型景区开发与保护中的地位[1]。文化遗产地肩负着让公众了解历史文化和提供休闲度假体验

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建设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解说系统作为游客与文化遗

产地及其管理者之间的沟通媒介，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解说系统的建设，不仅可以提升游人在文化遗产地游览时获得的游览体验和提升游览质量，还

可以更好地向游人展示文化遗产资源，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进而使得世界文化遗产地成为科普

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对国内外文化遗产地解说系统相关研究和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和比较，对

于加强我国文化遗产地解说系统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相关概念阐述 

2.1.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是指那些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珍贵遗产。这一名录是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联合确认的，包括了罕见、难以替代的财富。这些遗产被广泛认可为具有极大

的意义和价值，涵盖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以及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2]。保护和传承这些遗产被视为全

人类的责任，目的在于确保它们的独特价值能够永久保存，为后代留下丰富而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是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组织下，由各缔约国政府提出申请的。根据《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中有

关文化遗产标准的规定，在经过严格的审核和审批程序，最终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这一过

程确保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甄选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使得被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都具备卓越的文

化价值和普遍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最初的定义涵盖了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要素，然而在其发展

过程中，逐渐引入了更为广泛的概念，包括文化景观以及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等，使文化遗产的定义变得

更加丰富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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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 1985 年 11 月 22 日正式成为《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旨在保护我国丰富

的文化遗产，同时向世界展示我国深厚的文明底蕴和悠远的历史。通过积极提出申请世界遗产项目，我

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旨在为全球人们提供机会，深刻领略这些珍贵的人类遗产的独特魅力。 

2.2. 解说的概念和内涵 

学者吴忠宏(1997)认为解说是包含有服务性的信息传递，其是在于让游人理解和欣赏，并掌握现象背

后涵盖的内涵。通过解说能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而满足游人的好奇和需求，以待使游人在面对所描述的事

物时会有新的见解和热情。吴必虎(2001)进一步描述了解说系统的涵义，认为它通过采用特定的媒体和表

达方式，以教育和服务为目的，协助信息接受者深入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和特点。 
总的来说，解说泛指对历史、文化和自然现象的广义“翻译”，旨在让观众(例如游客、参与者、任

何接触者)更好地理解和享受相关内容[4]。 

2.3. 旅游解说与旅游解说系统 

2.3.1. 旅游解说系统的定义 
王辉(2004)定义了旅游解说，将其界定为“借助特定的媒体和相应的表达方式，将旅游相关信息传达

给游人，帮助游人深入了解有关旅游目的地事物，同时实现服务、教育、使用等多重基本功能”。旅游

解说系统通过多种沟通媒体，为游客提供支持，使其更深入地了解信息，具有实现资源保护、提供服务

和教育传递等的功能[5]。这一系统不仅在信息传递上发挥关键作用，还推动了资源、游客、社区和管理

部门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世界旅游组织强调解说系统在旅游目的地中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为

目的地提供教育、服务和使用功能的发挥提供必要基础，同时也是管理者进行游客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 
因此，旅游解说作为解说的一种，以游客为受众对象。通过独有的媒介和表达，旅游解说系统以向

游人传递与目的地相关的信息为使命，覆盖潜在的游人、实际的游人以及其他有关人群。其功能不仅在

于提供服务，更致力于实现教育、启示和管理的多重效果。旅游解说系统被构思为一个有机整体，包含

解说方、旅游解说媒介、解说受众等多方面要素。该系统的主要目标旨在提供全方位服务、实现教育与

启发、形象打造以及有效管理。 

2.3.2. 旅游解说系统的构成 
1) 从信息传递的方式区分 
以何种方式向游客传递资源信息并提供服务是一项关键要点。这一过程的状态通常可分为两种方式，

即人员解说和非人员解说。前者通常由导游或向导进行，是一种人陪同的解说方式；而后者则是自导式

旅游解说系统，通过各种媒体和技术手段向游客提供信息和服务，不需要实际的人员陪同。这两种方式

分别称为导游式解说系统和自导式旅游解说系统。 
如何有效向游客传递资源信息并提供服务有两种主要方式，取决于信息传递者的状态：人员解说和

非人员解说，也就是导游(向导式)解说系统和自导式旅游解说系统。人员解说(向导式解说系统)：包括专

业导游或解说员的引导服务，他们亲自为游客提供详细的解说。这种方式允许游客与导游互动，解说内

容可根据游客需求和兴趣进行调整，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人员解说系统适用于需要专业引导的场合，

如历史文化遗址或博物馆。非人员解说(自导式旅游解说系统)：通过技术手段，如语音导览设备或移动应

用，将资源信息传递给游客。游客可以根据兴趣和时间安排自由选择听取解说内容，无需依赖专业导游

的引导。自导式旅游解说系统适用于游客流量较大或需要更自主探索的场合，例如自然风光区或公园。

这两种方式各具特色，选择取决于景区的性质、游客需求和管理策略。人员解说强调互动和个性化服务，

而非人员解说则注重游客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使其在不同场景中能够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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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解说的功能区分 
环境解说：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环境教育形式环境解，大多在休闲场所进行，旨在进行交流服务。这

一过程采用了多种形式，包括人员的解说服务、展示与陈列、视听和出版物等。在遗产地中，旅游解说

系统涵盖了多个类型，如交通导引解说系统、接待设施解说系统、景物解说系统和警示解说系统等[6]。 
语言解说：不论采用何种媒体，精准的语言选择对于解说系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面向外国游客时。

一个全面的景区解说系统通常应包括多种功能，而服务和教育则是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语言解说涉及

信息传达，而在面向外国游客时，语言的选择显得尤为关键。 
技术解说：游人可以获得信息服务，静态、被动为其的特点，通常是指可以通过纸质材料、含有公

共信息的图形符号、语音等无生命设施和设备。这些形式包括牌示、解说手册、导游图、门票、音视频

设备、室内展览、光盘等，其中以牌示为最主要的表达方式。解说系统内容经过精细的设计和选择，内

容科学且权威，但游客有疑问时无法即时获得回应，这表明其单向传递信息的特点也带来了局限性。 

2.4. 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 

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构建为一个复杂且多元的系统，包含多个关键要素。这涵盖了世界文

化遗产地本身，即旅游解说资源，旅游解说方，解说的媒介工具，以及旅游解说的受众。这些要素相互

交织，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多层次的系统。作为连接世界文化遗产地与外部世界的桥梁，该系统不仅在

传递信息和提供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还能够极大地改善游客的旅游体验。通过宣传和教育，旅游

解说系统有助于深化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识，强化对其保护和管理的意识，同时激发社会公众对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的热情，从而推动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3. 研究进展 

谢凝高强调，我们应该拓展对世界遗产的认知，不仅仅将其视作旅游景点。世界遗产不仅具有旅游

价值，更包含科学研究、教育、启迪、创造山水文化等多重功能。特别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更应

该充分发挥其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潜力[7]。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和书籍得出，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在国内外逐步深入。国外研究

较早，理论研究较为完善，其研究深度已经涵盖微观领域，研究集中于对游客行为、游人感受及解说效

果的评估等，增强文化遗产互动性和吸引力，并注重解说的积极影响。国内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快速发

展，侧重于具体案例研究，以提升文化遗产地旅游的功能性和用户体验。 

3.1. 国内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相关研究 

通过中国期刊网的搜索得出，中国 1994 年到 2007 年间的解说类论文共计 685 篇，其中旅游解说类

占 41 篇，大部分研究作品集中在 2005 年之后出现，显示出我国旅游解说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并

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总体来看，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解说系统的

规划与设计方面，而理论和方法的深入研究相对欠缺，尚未形成专门的解说专著。通过阅读相关文献与

书籍，进行进一步探讨。 

3.1.1. 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的含义 
吴必虎等(1999)认为，旅游解说系统是通过采用特殊的媒介和表达形式，将特殊的信息传递给受众，

目的是协助深入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同时将服务和教育的目标实现[8]。王辉(2005)对旅游解说

的界定强调了通过采用具体的传播媒介和相应的表达形式，将旅游相关信息传达至信息接收者(游人)之间。

遗产地旅游解说的目标在于协助游客深刻了解旅游目的地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同时实现服务、教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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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等多方面的基本功能[5]。 
这些定义中共同的点在于对旅游解说仅局限于其运用方式和基本功能的理解，各个定义在这方面存

在相似之处。然而，这些定义对于旅游解说本质的深入研究尚显不足，尤其是对旅游解说在提升游客体

验和景区管理方面的作用等方面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3.1.2. 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功能研究 
何喜刚(2007)在研究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型旅游景区解说系统建设时提出，一个全面的世界文化解说系

统应该具备多项信息传达目标，包括遗产展示和教育。其主要目标在于最大程度地展示该地区的世界文

化遗产地所蕴含的多元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游人，引导并协助游客完成感受理解文化和提升审美的旅程。

同时，解说设施的设计以追求心理愉悦为目标，展现文化遗产地的艺术美和文化美，与周围环境协调一

致，成为游人观赏的对象，游人在欣赏的过程中享有美的感受[9]。陶伟等(2009)指出，解说系统作为重

要的遗产保护策略，能够影响游客的知识整合和行为意图，从而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保护遗产。

这种综合性措施有助于实现旅游业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双赢局面[10]。彭顺生(2009)认为旅游解说系统的硬

件部分通常包括牌示系统、视听媒体、印刷品、展览和游客中心等五大类。这些解说媒介具备一定的管

理功能[6]。 

3.1.3. 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分类 
吴必虎等(1999)在对旅游解说系统为游客提供信息服务方式的分析中，对遗产地的旅游解说系统划分

为两类，分别是导游式解说系统和自导式旅游解说系统。学者在此基础上对北京市遗产地的旅游解说系

统进行细分，包括交通网络引导解说系统、接待设施信息解说系统、观光–度假区信息解说系统以及便

携式自助解说系统这四个主要类别[8]。在另一层面，根据王辉(2005)的研究，对遗产地的游览解说规划

进行了划分，包括交通引导系统、接待设施系统、景点信息解说系统和游客中心四个类别。这种分类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类型的旅游解说系统及其在旅游目的地中的作用[5]。 

3.1.4. 世界文化遗产地遗产解说与遗产保护 
遗产解说被广泛看作是遗产保护的一种“软技术”。陶伟(2004)调了遗产解说作为至关重要的保护策

略，通过塑造游客的知识结构和行为意愿，实现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达到了对遗产资源的有效

保护的双重目标[11]。彭顺生(2009)从管理的角度深入研究了遗产旅游环境解说系统的功能，为更多保护

遗产资源的途径提供了探讨[6]。刘艳红(2009)以甘肃大地湾遗址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展开深入分

析，探讨了该遗址的文化价值、旅游开发状况以及解说系统的现状。通过充实的研究基础，她提出了一

系列建设性的构想，并对其他类似景区的可行性和适用性进行了广泛的考察[12]。杨利丹(2011)对于古城

镇遗产的属性和内涵做了深入地研究，着重探讨了其在旅游中的真实性问题。同时，他对古城镇解说系

统的优化提出了详实的措施，为提升游客体验和深化对古城镇遗产的理解提供了有益的建议[13]。 

3.1.5. 其他研究方面 
王昕(2002)对于遗产地旅游活动建设性地提出了的“引导”的概念，并将旅游解说归入“引导”的范

围中，主张“引导”需要涵盖解说系统、路径系统、标识系统和服务系统四类[14]。唐伽拉(2003)在进行

以浏阳道吾山引路松景区旅游解说规划的研究中，详细论述了遗产地旅游解说规划的功能，明确了其在

遗产地保护和利用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深入研究了解说系统规划的基本方式[15]。邓冰等(2004)详细介绍

了北美大学环境解说专业的设立的情况。他们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解说与主要分布领域(包括环境科学、旅

游休闲、教育交流和人文历史等四大类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环境解说在这些领域中所具有的独特的意

义[16]。刘改芳等(2008)在研究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解说系统评价中，她以平遥古城为例指出世界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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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旅游解说系统的管理需要设计好旅游地导游培养的更高水平、设计点面兼具的导游内容和自导式解

说系统[17]。杨娟(2011)分析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解说系统现状和游客对解说系统的需求[18]。 

3.2. 国外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相关研究 

国外的旅游解说研究起步较早，如今已显得十分成熟。研究涵盖广泛，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是

遗产旅游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关键方向。学术领域对遗产旅游解说系统并未提供明确的专业定义，往往将

其看作是旅游解说系统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比较相对普遍的旅游活动，遗产旅游对解说系统的要求更

为严格。解说系统在遗产旅游中的服务、教育和管理作用更加显著。这些研究不仅广泛涉及到各类景区，

还深度融合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浏览国外旅游解说研究相关文献与书籍进一步进行探讨。 

3.2.1. 概念界定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深入的研究，遗产地旅游解说概念与内涵的定义在不断发展。不同学科领域和专

业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解说进行了定义。Tilden (1977)认为作为教育活动的解说活动是可以通过游

人的身临其境和解说系统进而解释事物的内涵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活动并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

或单纯的描述[19]。Brown 将遗产地解说视为一种多元复杂的综合，包括了沟通知识、意识、交流手段和

设施，其目的在于引发人们对环境中包含的问题进行思考、讨论，并激发保护行动[20]。Beck (2002)等认

为解说系统是一种能提供信息交流功能的且具有启发的过程，通过强化对文化遗产的理解、观赏和保护

来实现其目标[21]。这三种定义从教育活动、综合体和沟通交流过程的角度对解说进行了划定，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同时也各有其侧重点。 

3.2.2. 目标与功能研究 
国外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较为广泛的遗产地解说系统的建设目的，旨在最大程

度地发挥解说系统的功效，引导人们更积极地参与遗产地和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体验。研究指出，作为影

响游人体验质量的重要因素的遗产解说具有很高的作用[22]。Gianna Moscardo (1996)在她的文章《思考

型游客》中对遗产旅游解说与游客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解说在遗产旅游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成功的解说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够提升游客的思考能力，影响游客在遗产地的行为[23]。相

较于一般旅游活动中的解说系统，遗产旅游解说系统中各种解说媒介的作用也存在较大差异。Richard 
(1998)的研究同样指出，文化遗产地景区门口的服务解说中心与高科技的多媒体解说是比较有效的，相比

较而言，相当一部分传统的解说方式，如宣传手册、导游指南等在效果上并不显著[24]。学者们提出，遗

产地解说系统的目标应该涵盖学习、行为和情感这三个主要方面[25]。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遗产地解说系

统的目标应涵盖帮助听众关注、感受和理解所到的遗产地，同时实现管理目标，促使公众理解管理机构

的目标和目的[26]。这表明遗产解说系统的目标是多维度的，旨在通过多方面的影响实现更全面的效果。 
国外对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解说系统的建设目的与价值的研究一直处于高程度的关注。类似研究大

多关注于遗产地提供的讲解服务功能、是否满足游人的需要、解说系统的规划设计等多个方面，对解说

系统建设提出了系统而明确的要求，从而确保解说系统的设计和实施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 

3.2.3. 解说系统评估 
一直以来，国外对于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的影响作用的评估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

在现行的评估下，当前的研究主要仍是聚焦于某个特殊的解说系统或者解说员的解说能力水平上，缺乏

对整体遗产地解说系统规划建设的宏观评估，使得难以全面指导遗产地解说系统的构建和完善。在评价

解说系统的效果时，一些学者采用了愉悦性、知识性和游客行为影响性等目标。比如，Medlin (1992)等
将这三个目标作为评价解说成效的重要指标，着重考察解说是否在愉悦性、知识性和游客行为方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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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影响[27]。Weiler (2010)在研究中选择多元的游人响应指标，其在游客的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

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能够产生的影响结果进行全面评价[28]。 
然而，尽管这些评价方法在特定项目或服务上有一定效果，但由于缺乏对整体解说系统规划建设的

宏观评估，难以全面反映解说系统的质量和整体成效。因此，有必要在科学评估的同时，更加关注整体

层面的评估方法，从而更好地指导遗产地解说系统的发展和提升。这将有助于确保解说系统在服务游客、

促进文化传播方面的全面有效性。 

3.3. 国内外研究比较分析 

相比较于国内，国外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解说系统研究进行地更早，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较为全

面系统，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其研究深度已经涵盖微观领域。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何通

过解说系统正确引导游客行为[29]、提升游人使用的感受和效果[29]、对解说系统的质量的评估是否是有

效的研究[30]以及深入规划和深化解说系统作用原理的研究等方面。相较于国外，国内对世界文化遗产旅

游解说系统的研究相对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聚焦于介绍国外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景区解说系统[31]、突

出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的重要性[32]和存在问题[8]等方面。受到景区客观条件的差异，研究方法仍然主

要以案例研究为主。尽管在国外解说系统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内学者们在文化遗产旅游解说系

统领域的深入探讨仍有待加强。 

4. 世界文化遗产旅游解说系统规划设计的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对游客旅游动机及解说需求动机的相关研究 

解说系统的规划是在世界文化遗产旅游景区总体规划设计和详细规划设计为基础下进行的，不能将

它与其他规划隔离开，并与其他的专项规划紧密联系。进行景区解说系统的规划时，为了使游客能在游

览过程中对文化遗产产生更深的了解和感受，对游客进行旅游动机及解说需求动机的分析是事关重要的。 
在规划解说系统时，必须以全面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的旅游者研究为基础。通过实地调查，深入了解

景区的地理环境、遗址分布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分析游客在遗址内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理解他

们的学习目标、行为需求和情感体验。这些研究将帮助确定最有效的解说服务种类，例如语音导览、虚

拟现实体验等，以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和文化认知水平。综合考虑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和偏好，解说系

统设计应具备信息深度、互动性和跨文化包容性，以有效传达世界文化遗产丰富的历史内涵。 

4.2. 对现有的解说系统根据景区的不同要求而进行分级规划 

针对不同游客的年龄、教育水平和兴趣等方面，解说服务项目应根据他们的知识水平进行分级讲解。

通过综合考虑游客的偏好、解说信息的复杂度和态度等因素，进行解说分级规划，能更有效地满足各类

游客的需求。 
文化遗产游客中有许多具备高学历和高素质的访客。因此，有必要提供专业水平的解说内容，以满

足他们对遗址文化深度理解的需求。同时，对日韩市场的需求，尤其是景区重要的海外客源市场，也需

要及时更新和优化解说服务内容。 
通过解说服务的分级规划，文化遗产旅游地可以更好地与不同类型的游客建立联系，满足他们在游

览和解说过程中的需求，使他们能够充分享受到文化遗产的探索和解说体验。 

4.3. 科学合理地进行空间解说系统规划 

在对景区进行解说系统规划设计时最初应进行解说区域空间的划分，将景区内相互重叠的讲解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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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合。 
首先，提炼总主题和副主题，确定景区解说的总体主题，在不同的重点区域内增加副主题，如特定

文物的解读、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等，以凸显每个区域的特色和主题明确性。接着整合解说素材，整合各

区域内相似或相关的解说素材，确保信息连贯性和完整性。利用现代技术和多媒体手段，如虚拟现实、

交互展示等，使解说更生动有趣，提升游客的感知度和理解力。可以通过设计入口处总印象区和第一印

象的展现来增加解说系统的吸引力，设计入口区域的解说内容应注重激发游客的兴趣和好奇心，为后续

的游览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需要逐级加强游客参观体验，在整体规划中，逐步加强游客在景区内的参

观游览体验，通过不同主题内容的补充和完善，使游客能够深入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也需要强调

游憩性学习的氛围，让游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强对景区信息的记忆和理解能力。 
通过对文化遗产景区解说系统的全面规划和区域划分，可以有效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使其在游览

过程中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和历史文化。 

4.4. 提升文化遗产旅游地解说系统的理念内涵和形象 

旅游地解说系统的建设首要任务是进行理念规划和形象设计。必须深入理解旅游地丰富的历史遗产

和传统文化，精准把握其历史文脉和独特氛围，从战略高度出发。通过高水平的规划和多层次的设计，

打造出旅游地的原生态形象。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旅游景区来说，理念识别体系必须具备鲜明的特色，必

须根据游客对其深厚文化的兴趣和认可进行调查，突显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地位。通过精心设计，

各个重点区域的特色应该有所区别，让游客能在最感兴趣的地方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访。 
深刻理解游客心理对于成功的解说规划至关重要。目前国际上越来越重视“游憩性学习”的理念，

即在愉悦的游览中获得深刻的学习和体验。因此，未来的解说系统规划应强调文化传播和历史感悟的理

念和形象，吸引游客并深刻影响他们的文化体验和认知。 

5. 结论与展望 

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是一个有机复杂的整体，通过整合各要素为游客提供信息服务，增强

游客的旅游体验，并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在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中，对

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综合、分析和比较。 
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的发展可以朝着以下方向进行拓展和优化：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提升解说系统的互动性和沉浸感，为游客呈现更生动、多样化的文

化遗产信息。基于游客的兴趣和需求，开发个性化定制的解说系统，使游客能够根据自身兴趣选择相关

的解说内容，提高游客对文化遗产的深度了解。多语言支持：针对国际游客，提供多语言的解说服务，

以促进跨文化交流，增加文化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引入社交元素，允许游客分享他们的体验和

观点，创建一个社区，促进游客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

理，通过解说系统引导游客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综合而言，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游客需求的多样化，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将在更广泛的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深度的文化遗产体验。同时，注重保护和管理，促使文化遗产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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