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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风景旅游区的发展进程中，游客体验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当游客踏入风景旅游区，他们内心期盼在自然景观营

造的美好氛围中让心灵归于宁静，从特色景点里领略独特的魅力与风情。本文围绕体验式旅游展开探讨，对体验式旅游相

关理论进行阐述，深入分析基于游客体验视角的风景旅游规划应遵循的原则，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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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旅游业发展态势极为迅猛，各类风景旅游区纷纷

涌现。在这一蓬勃发展的潮流之下，游客对旅游体验的要求

也在不断提升。但实际情况是，现有的风景旅游规划在投入

运营后常常难以充分满足游客丰富多样的体验需求。基于这

种状况，景区管理者和规划者有必要高度关注游客体验，重

新对风景旅游规划进行全面审视，并加以完善。要致力于为

游客打造一个舒适、有趣且富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环境。

一、体验式旅游的特征

（一）主观性

追根溯源，体验式旅游活动的开展源于旅游者内心的

主观动机。在整个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拥有极大的自主性，能

够自主掌控并安排旅游中的各项事务。他们的核心需求是获

取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旅游感受 [1]。

（二）休闲性

在旅游观念不断演变的当今，部分游客对于旅游行为

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他们不再青睐传统团队旅游那种按部

就班的模式，对千篇一律的人工景点也渐渐失去兴趣。这些

游客在参与旅游活动、消费旅游产品时核心诉求是让心灵得

到释放，收获愉悦的心境。

（三）开放性

在体验式旅游的情境下，风景的概念有了显著的扩展。

以往，人们往往将标志性的自然景观或人文古迹视作风景的

全部。但如今，体验式旅游赋予了风景更为宽泛的内涵，环

境与氛围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风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

一概念下，游客踏足的每一处地点，都有机会转化为别具一

格的风景 [2]。

二、基于游客体验的风景旅游规划原则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科学合理地确定森林开发

的深度与先后顺序，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与规模。在开发的过

程中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分析，在依据森林资源承载能

力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的开发程度 [3]。只有如此才能满足游客

旅游的需求，又不破坏森林生态环境。

（二）突出体验主题的原则

在景区的诸多优势中本土景观特色是其天然具备的宝

贵资源，每一处独特的山水景色、地质构造都是大自然慷慨

赐予的珍贵宝藏。深度探寻这些特色并将其巧妙融入主题设

计里，能让游客尽情领略与众不同的自然景致。

三、基于游客体验的风景旅游规划优化策略

（一）深化体验主题定位：从“资源堆砌”到“文化叙事”

在传统风景旅游规划领域，单纯依靠堆砌自然资源的

开发模式已无法契合游客对于深度体验的诉求。因此，如何

把地域文化转化为能让游客切实感知到的旅游体验，已成为

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徽州地区为例，在其全力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

的进程中，致力于突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局限。徽州地区现存

有一百多座明清古村落，徽派建筑、雕刻艺术以及传统民俗，

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当地的旅游规划

部门组建一支专项团队，成员涵盖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和

旅游设计师。该团队对地方文化脉络加以梳理，着重提炼出

徽商精神、耕读传统、工匠技艺这三大核心文化基因，以此

实现旅游产品的迭代升级。

规划团队着眼于不同客群的体验需求，精心构建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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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的体验体系。在面向青少年研学市场方面，规划团队选

取呈坎村永兴湖书院遗址，着力打造“徽州文脉寻踪”项

目。该项目巧妙地将朱熹理学思想以及古代书院制度转化为

可供游客亲身参与的体验场景。在游客能够亲身体验传统线

装书的制作过程，还能参与仿古科举考试，在修复完成的明

代藏书楼内开展古籍修复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深入

感受徽州文化的独特魅力。针对康养旅游群体，规划团队结

合新安医学文化，在齐云山麓打造“本草生活社区”。将中

药材种植、古法炮制与道家养生功法有机结合起来，游客可

以全程参与从采药、晒制一直到配置养生茶饮的整个实践流

程，使游客在康养旅游中充分感受新安医学文化与道家养生

理念融合的独特韵味。

与此同时，体验主题的深化改造带来显著变化。以宏

村景区为例，在保留原有水系景观的基础之上新增了徽州婚

俗沉浸式剧场。该剧场依托现存的清代民居，设计了拜堂、

撒帐等一系列仪式体验环节，开发徽州家宴定制服务，由本

地乡厨指导游客亲手制作徽州一品锅等传统菜肴。这种别出

心裁的将静态建筑与动态文化相互融合的模式，成效显著，

使得游客在景区的停留时间从原先的 2.3 小时延长至 6.5 小

时，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二）优化基础设施：从“功能满足”到“体验增值”

1、打造智慧化服务系统，扫码导览全覆盖等

在当前风景旅游规划领域，如何提升游客体验已成为

极为关键的研究课题，全面推行扫码导览不失为一种兼具可

行性与高效性的办法。于景区入口及核心景点合理设置二维

码标牌，游客只需轻松扫码便能获取语音导览、路线推荐以

及实时避堵提示等实用信息 [4]。

以黄山风景区近年来所推行的智能导览系统为例，在景

区主要游览路线上全面布置二维码导览设施。游客扫描这些设

施上的标牌就能获取实时信息，这种做法有效弥补了传统人工

导览服务存在的不足。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标牌采用倾斜式设

计极大地方便了游客扫码。同时，为保证在各种天气状况下都

能正常使用，每个标牌表面都覆盖了防反光涂层。如此一来，

哪怕是在阴雨天气，游客也能够清楚地识别二维码图形。

在节假日出现客流高峰的阶段，景区导览系统在实际

应用中展现出突出优势。去年国庆期间黄山迎客松观景台区

域利用扫码提示这一功能，成功引导一部分游客前往周边的

分散观景点，达成了游客分流的效果。景区导览系统具备分

析不同时段各路段游客密度的能力，它会在导览页面用不同

颜色直观地呈现实时路况信息。绿色代表道路畅通无阻，橙

色表明道路出现了轻微拥堵，而红色则是提醒游客需选择替

代路线进行绕行 [5]。

当莲花峰登山步道出现人员短时间大量聚集、较为拥

挤的状况时，系统会向正朝着该区域行进的游客发送图文提

示。在提示中，建议游客绕行鳌鱼洞路线并且会附上绕行路

线预计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这种动态引导的方法有效保障了

游客在景区游览过程中的安全，同时也缓解核心景点游客过

于集中的问题。

2、细节化设施设计

目前，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舒适度、便捷性的要求越

来越高，这些新需求已经很难被传统的旅游规划模式所契

合。在旅游场景中合理设置多功能休息区意义重大，它能

在游客游玩期间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使游客在领略自

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同时拥有舒适的休息空间，进而全面

提升旅游体验 [6]。

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公园在改造过程中围绕

游客行进路线对休憩节点进行系统布置。公园管理者根据游

客实际情况，在主要游览环线上合理安排综合服务站点。如

此布局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游客的体力状况以及行走节奏

的差异，使老年游客和携带儿童的家庭能够根据自身情况，

及时调整游览强度，使整个游览过程更加舒适、顺畅。

各休息点的功能配置充分展现了人性化的设计思路。

在遮阳设施方面采用仿生树冠造型钢结构的棚顶，巧妙地与

周围植被达成视觉呼应，具有极佳的隔热防雨功能，为游人

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在设备安装环节，充电接口选用太阳

能供电的独立式立柱，其表面覆盖有防雨罩，保证使用过程

中的安全性，这样的设计有效解决了游客电子设备的续航问

题，同时也避免线路裸露对景观造成的不良影响。这种复合

型休憩空间在旅游旺季时运营效果十分突出，相关监测数据

显示，设置休憩区后步道拥堵指数下降约 35% , 游客平均停

留时长也增加了 20 分钟 [7]。

（三）创新体验项目：“静态观赏”到“沉浸互动”

在风景旅游规划工作中，提升旅游品质的核心要点是

从游客体验出发进行优化。体验式旅游重在强调旅游者的亲

身参与，这就要求开发人员在满足旅游者内心需求和情感诉

求的同时，用心策划出独具新意、参与性强、能让旅游者深

度体验的活动项目。

以福建省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当地管理部门紧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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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题开发了一系列生态体验项目，旨在传承传统制茶文

化，为游客营造近距离接触自然生态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武

夷山存有保存完好的原生林区与古茶树群落，规划团队在核

心保护区外围开辟出可供游客参与的生态茶园体验区，其在

保留原有植被分布状况的基础上，设置茶叶采摘、手工揉捻、

炭火烘焙等诸多环节，使得游客可在专业茶农的指导下完整

经历从鲜叶到成茶的制作全过程。这般体验不但能让游客直

观认识到茶叶生长对生态环境所提出的严苛要求，而且能促

使游客经由亲身参与劳作，进而树立起珍惜自然馈赠的意识。

为降低旅游活动给生态系统带来的干扰，园区针对设施

建设展开了一系列改造举措。体验区内的茶室建筑选用本地

竹木材料搭建而成，屋顶铺设光伏板以满足基础用电需求，

墙面开设可调节通风窗来实现自然空气的循环流通。制茶工

坊的地面排水系统与周边湿地相互连通，生产废水经三级沉

淀处理后，可用于灌溉防护林带。游客所使用的竹制茶具在

活动结束后能够带回继续使用，园区内也不提供任何采用塑

料包装的茶叶商品，而是以利用天然植物叶片制作的环保茶

包予以替代。这些细节方面的设计安排保障了生态系统的物

质循环得以正常维持，又能让游客在细微之处真切感受到环

境保护所具有的实践价值。

（四）促进生态与体验融合：从“开发优先”到“共

生共荣”

在推动生态保护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之际，景区需突

破传统的开发理念，致力于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维护同游

客活动的创新性设计有效地结合起来。

以昭平茶文化旅游开发为例，本土开发人员深度整合

特色资源，综合权衡自然人文元素，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旅

游产品。在策划茶俗体验活动方面，对传统茶俗进行深度挖

掘。在茶园里，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切实融入当地生

活，走进茶树丛亲手采摘鲜嫩的茶叶，体味指尖轻触新芽的

惬意。在专业制茶师傅带领下参与制茶流程，从杀青、揉捻

到干燥，从选茶品到泡茶、品茶，亲身参与制茶全过程。接

着，围坐学习如何品茶，品尝各种茶叶的特色风味。同时，

茶歌、采茶舞也体验的内容之一，游客可以跟着当地艺人一

起跳舞、唱歌，感受茶文化的活泼气息 [10]。

开发者可以利用茶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为游客带

来高品质的极致生态度假产品，比如，在绿意盎然的茶园内

打造生态木屋、帐篷酒店，让游客清晨听到鸟鸣，夜晚观赏

星空，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怀抱。或者依托茶园生态资源，

开发高端度假养生产品，如茶园度假酒店可以为游客提供

全方位服务，住客从房间内就可以饱览茶园美景，茶香 SPA 

更是别出心裁地将茶叶提取物作为原料，为游客提供放松身

心的美妙享受，满足游客追求高品质的需求。

从实践案例来看，如果在规划时把游客体验放在首位，

以游客体验为中心设计旅游参与性项目，可以使游客获得丰

富、独特的旅游体验，促进风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总而言之，就风景旅游区的发展而言，从游客的视角

对风景旅游规划进行优化已是必然趋势，具体做法包括扫码

导览全覆盖、设置多功能休憩区、分时段预约分流、增加主

题化互动装置等等，均可以为游客营造一个舒适、有趣、有

文化氛围的旅游环境，这对于风景旅游区的长远发展来说是

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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