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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中的情景营造与情感体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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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旅游心理学、情感心理学、设计心理学的情感化设计、环境心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规划

与开发等相关理论,探析旅游活动中人类情感的内涵与特征,寻找旅游开发中需要激发的情感。 研

究结果表明,旅游者情感具有效能性、时效性、感染性、移情性四大特征,目前单项旅游开发在情感

方面存在走马观花式观光旅游、车水马龙式度假旅游等问题。 在情感营造中注重情感与环境的关

系,从自然、人工、人际 3 方面进行情景营造。 提出匹配情感动机,增设旅游情感体验项目,提升情

感旅程等强化旅游情感体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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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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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design
 

of
 

design
 

psy-
chology,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ourism
 

geography,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other
 

re-
lated

 

theorie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emotions
 

in
 

tourism
 

activities,
 

and
 

to
 

stimulate
 

emotion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ourists′
 

emotions
 

had
 

four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effectiveness,
 

timeliness,
 

contagion
 

and
 

empathy,
 

and
 

the
 

individual
 

tourism
 

development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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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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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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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asual
 

sightseeing
 

tourism
 

and
 

busy
 

vacation
 

tourism.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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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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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viron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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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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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and
 

interpersonal
 

aspects,
 

and
 

propose
 

strateg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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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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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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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matching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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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ng
 

tourism
 

emotional
 

experience
 

projects,
 

and
 

enhancing
 

emotional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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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将人性需求分为

物性需求、情感与知性需求、神性需求 3 个等级,情
感则是人性需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人性

的物性需求已得到极大满足,但由于信息现代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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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快节奏生活方式,使人们远离自然,疏于人际交

流,造成了物质需求满足和低情感失衡的状态,而旅

游作为人们谋求更好生活的本性体现的自发性活

动[1] ,便成为人们宣泄压力、亲近自然、增进感情的

调和剂。
情感在旅游领域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2] ,但近

年来对旅游者情感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也取得

了一定成果,而鲜有文献对情感化设计在旅游开发

中的应用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报道。 在旅游“情

感化”时代[3] ,情感旅游已成为旅游发展的必然趋

势,应用人类情感学相关理论研究旅游开发中的情

景营造和情感体验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本文以人

类情感为切入点,构建旅游者情感需求体系,探索情

感化设计在情景营造和旅游情感体验强化中的应

用,以此提高旅游空间品质,增加旅游吸引力,使旅

游成为人们放松身心、回归自然、体验情感的重要

载体。

1 旅游活动中的情感探析

1. 1 情感辨析

情感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 4 世纪,亚里

士多德与柏拉图就已对其进行研究[4]
 

,他们可谓是

情感研究的先驱。 17 世纪笛卡尔在《论心灵的各种

情感》一书中从生理学方面论证了情感,他认为“情

感是一种激情,并把形形色色的情感归纳为高兴、悲
痛、惊奇、欲望、爱慕、憎恨 6 种基本情感” [5] 。 雅科

布松在《情感心理学》一书中认为,“情感多与人的

社会性需求相联系,是指人具有稳定的情感态度和

固定的心理状态” [6] 。 《普通心理学》认为“情感是

指以人的需求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其反映的是

客观外界事物与主体需求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

哲学认为“情感的内涵复杂而广泛,从某种意义上

讲,情感是中国人学形而上学的重要基础,其不仅有

情感感受,而且有情感体验。 情感具有层次性,分为

感性情感(如情欲、情绪)、理性情感 (如情理、情

义)、超理性情感(如神秘体验、宗教体验)3 层” [7] 。
通过文献阅读与归纳,就情感本身来讲,其产生总是

指向某一客体,是人对一定事物、某些人或一定现象

而形成的情绪态度。
1. 2 旅游情感与旅游情感体验

情感是旅游情感的上位概念,依据情感界定旅

游情感。 旅游情感是人们(游客、旅游从业人员、当
地居民以及其他社会成员) 对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景观、设施、服务等所持有的一种感觉和情绪,表达

人们对其的喜好和厌恶;旅游情感体验则是游客对

旅游情感的一个认识与反应过程[8] 。 从旅游情感

和旅游体验的定义层面着手,可知二者之间存在内

在联系,后者由前者刺激产生,故前者是后者的刺激

物;后者过程中又将产生新的旅游情感,即前者又是

后者的结果,此情感属于派生情感。
1. 3 旅游情感特征

旅游本身属于一种情感体验现象[9] ,旅游者进

行旅游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快乐,释放生活压力,而
旅游规划的意义在于为旅游者提供所期许的超感官

情感体验,为营造符合游客喜好的情景,增强游客的

情感体验,把握人类旅游情感所具有的特征已成

必然。
旅游情感一般包括效能性、时效性、感染性、移

情性四大特征。
1)效能性又可称为功能性。 随着旅游观光体

验向旅游生活体验的转变[9] ,旅游地的情感体验能

否满足旅游者的情感需求将被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

旅游功能,旅游地的情感体验能否引导旅游者的情

感积极向上也是一种旅游功能,故可称其为情感功

能化。
2)时效性是指同一旅游环境在旅游者不同年龄

阶段的体验存在较大差异。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知
识阅历的丰富,环境的变化,其情感也会随之改变。

3)感染性体现在旅程中,旅程中的活动是旅游

者与旅游地居民和从业人员密切接触的过程,也是

情感交流最为密集的阶段,更是三者情感互相感染

以及旅游者情感波动易变的高发阶段,三者之间存

在强烈的情绪感染[10] ,这种强烈的情感感染性使情

感存在易变性。
4)旅游者的情感具有移情性,游客追求的是新

鲜感和神秘感[11] ,其大都具有看戏心态,是非功利

的旁观者,也是新奇美好事物的欣赏者,更是幸福快

乐的追求者,故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到所

接触的事物上,从而产生明显的移情现象。

2 旅游开发中情感的激发

旅游开发以提升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为目

的,将潜在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并使旅

游活动得以实现的技术经济行为[12] 。 随着旅游“情

感化”时代的到来,研究旅游开发与情感的关系,分
析旅游开发中的实际情感问题并为之提出相应的情

感策略是旅游开发研究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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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单项旅游开发在情感方面的现存问题

2. 1. 1 走马观花式观光旅游

目前,走马观花式观光旅游较多,这种观光旅游

使游客与旅游景点之间的相处时间较少,更是减少

了游客与游客、游客与旅游地居民之间交流的机会,
这种传统的观光旅游只能激发游客的瞬时情感,而
很难激发游客的持久性情感。 因此,不能吸引游客

故地重游。
2. 1. 2 车水马龙式度假旅游

度假旅游区游客量集中,淡旺季明显,车水马龙

式的度假旅游不仅带来了接待困难,而且暴露了交

通阻塞、环境污染、游客吃住困难等问题,这种度假

旅游不但不能激发游客的快乐、惊喜、放松等积极情

感,反而会激发游客的愤怒、厌恶、恐惧等负面情感,
最终致使度假旅游区吸引力降低。
2. 1. 3 单一同质式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资源存在极大相似性的区域,在进行

旅游开发时,其旅游开发模式单一且同质化严重,并
且各区域之间为吸引游客,出现恶意竞争,对区域造

成不可恢复的破坏。 这种单一且同质化的旅游致使

游客产生视觉疲劳,千篇一律无新意的旅游项目使

游客产生失落感,从而不能赢得游客对旅游地的忠

诚度和满意度。
2. 1. 4 体验式旅游项目匮乏

目前,旅游商业化严重,过度追求经济效益,淡
化了对旅游产品质量和游客体验需求的关注;同时,
传统旅游方式转型慢,大多仍处于仅满足人们好奇

心的初级阶段,具有“走马观花” 的感觉。 由此可

知,旅游开发缺乏游客亲身参与的情感沉浸式旅游

体验项目,这与当代游客的情感需求背道而驰,当代

游客大多期望通过旅游获得一些技能与知识,感受

异地独有的地域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从而得到精

神满足。
2. 1. 5 旅游环境设计缺乏情感要素

人的情感产生于外部环境的刺激[13-14] ,丘吉尔

曾说“我们塑造了环境,环境又反塑造了我们” [15] 。
因此,旅游环境与旅游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一
方面,旅游环境的质量对旅游者的行为活动产生刺

激,从而影响旅游者的情感;另一方面,在同一旅游

环境中,不同的旅游者具有不同的情感体验。 但是,
目前旅游环境设计以美观大气为主,对旅游者情感

的考虑较为匮乏,鲜少考虑外部环境对旅游者情感

的刺激作用,因而使旅游者身临其境的体验感降低,
对旅游地产生情感共鸣的几率变小。
2. 2 旅游者情感需求体系

 

“情感化设计”由著名心理学家、设计师 Donald
 

Norman 所提出,最初多用于工业产品设计[16-17] 。
近年来,亦有学者将

 

“情感化设计理念”应用到旅游

产品设计中。 “情感化设计”根据人脑活动的阶段,
将设计分为本能、行为、反思三大层次

 [17-18] ,其中本

能层次设计是外观美感的设计,需符合人本能的审

美原则;行为层次设计侧重于效用与功能设计;反思

层次设计着重考虑功能和精神双重需求,即侧重于

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以唐纳德·A·诺曼的“情感化设计”为理论基

础,针对单项旅游开发在情感方面的现存问题,探寻

“情感”旅游开发的突破点,以构建旅游者本能、行
为、反思 3 个层次的情感需求体系(图 1)。

图 1　 旅游者情感需求体系

Fig. 1　 Tourist
 

emotional
 

need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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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景营造

　 　 旅游开发中情景营造的基本内涵是 “情” 与

“景”结合[19] ,情为主体,景为客体,即因情设景,情
因景生,最终使游客触景生情的过程。
3. 1 旅游者情感与旅游环境

旅游者的情感产生于旅游环境的刺激[7,14,17] ,
不同特征的旅游环境给旅游者带来不同的情绪反

应,如旅游者面对黑色旅游景点时会产生恐惧、怜
悯、嗜血、优越感等情绪[20] ;而旅游者面对红色旅游

景点时又会产生崇拜、敬畏、喜悦、幸福感等情绪。
因此,全面掌握环境心理学相关理论(旅游环境对

旅游者情绪的刺激),对旅游环境进行避雷式营造

具有重要作用(表 1)。

表 1　 旅游环境刺激情绪分类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emotional
 

stimulation
 

in
 

tourism
 

environment

旅游者
情绪

旅游环境特征

紧张　 布局不符合审美、色彩缺乏协调性、光线刺眼、噪音严
重等

恐惧　 标志不明、光线模糊和昏暗、应急设施缺乏完备性、旅
游人群密集等

欢乐　 空间自由、布局协调、色彩迎合情感且非理性、有轻快
节奏的音乐、建筑结构沉重且具韵律感等

动感　 设计结合点、线、面等几何要素,使设计更具立体感和
动感、强烈的原色搭配(如红色旅游———深红、鲜红等
色彩;播放激昂的军歌等)

敬畏　 布局对称、排列整齐、色彩单一,以冷色调为主、建筑
材料昂贵典雅

不愉快 指示牌指示不明、多障碍、布局杂乱、功能区分布不
明、噪音严重、光线灰暗或刺眼、服务设施不到位、服
务态度差等

愉悦　 空间布局、形式、色彩、符号、光线等设计要素完全符
合旅游者的审美原则,且满足旅游者的情感期望和情
感要求

注:根据《环境心理学》整理编制。

3. 2 情景营造路径

以旅游者本能层次情感体系为切入点,以旅游

者情感与旅游环境的关系为轴线,以序列感、均衡

感、协调性、韵律感等为设计原则,从自然情景、人工

情景、人际情景等方面进行设计,其中自然情景(温

度、湿度、气味等)一般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
工情景可从色彩、形态、材料质地等方面进行营造;
人际情景即服务情景,其营造可从服务和营销水平

提升入手,以此营造出包围人、感知人、观察人、理解

人、服务人的旅游情景。

3. 2. 1 自然情景营造

旅游自然情景一般包括环境的气温、湿度、气味

等,一切非人类创造,且一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因此,自然情景营造可突出某一特殊的环境要素,如
某地冬暖夏凉,即强调了气温这一要素,有关景区可

突出此点。
3. 2. 2 人工情景营造

1)色彩设计

色彩是视觉审美的核心,故旅游环境的配色设

计是审美层次的灵魂,在配色设计时注重色彩的情

感语言,合理利用色彩的冷暖效应,结合旅游环境的

原有色彩,围绕旅游者追求幸福、快乐、温馨的情感

需求,对旅游道路、标识牌、基础设施进行着色,以色

彩的配置烘托旅游氛围,传递旅游者的情感,增加旅

游情感体验的真实性。
2)形态设计

形态是“形”和“态”的组合,“形”是指建筑物、
旅游设施、旅游道路、旅游绿化系统等的外形,而

“态”更多是指景物或事物内部所蕴含的精神势态,
也可称为情感。 旅游环境的形态设计包括点、线、面
等几何体要素,利用形态的情感语言理论,将这些要

素自由搭配使用,可满足旅游者复杂的情感需求。
3)设施材料设计

设施材料设计是旅游规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不同的材料给人的视觉刺激、情感表达、文化体

验是不同的,如自然材料给人一种质朴感,木制栈道

给人一种古朴舒适感,色彩丰富的砖制材料给人一

种亲切感,因此,充分考虑各种材料的特性是必要

的,通过对材料的准确把握,将各大旅游设施设计到

位,给旅游者以全新的心理感受。
3. 2. 3 人际情景营造

旅游景区的人际情景营造即服务 / 交流情景营

造,涉及景区内服务人员和旅游消费者[22] ,二者间

的人际情景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旅游产品、游客数量、
游客 / 服务人员态度、销售技巧等。

情感在人际情景营造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对于旅游产品设计来讲,充分考虑情感要素,进
行情感化设计是后期情感营销的奠基石,一个本身

具有情感意义的产品,在后期销售中比无情感意义

的产品占据优势。 (2)旅游目的地协调好旅游淡旺

季,实行网上预约,严格控制游客数量,减少“人头化”
旅游现象。 (3)旅游业作为典型的服务业代表之一,
其必定遵循“100-1= 0”的服务行业著名定律。 因此,
良好的服务态度必不可少。 (4)美国推销大王乔·

·751·第 2 期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坎多尔弗曾指出:“推销工作 98%是感情工作,2%
是对产品的了解” [23-24] ;同时不同个体间有“情感亲

和”、“情感交流”、“情感表现”三大愿望[23,25] ,以情

感三大形态为切入点,对旅游产品赋予某种市场上

旅游者能够接受的情感含义,并在旅游产品销售时,
辅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和交流,以此赢得旅游者对产

品的信赖与偏爱,进而赢得绝对竞争优势。

4 旅游情感体验强化策略

旅游行动很大程度取决于情感动机,而旅游者

的情感动机大多为获得感官刺激的快乐和自我实

现、认知提升、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深层次体验[26] 。
因此,对旅游情感体验的强化应以旅游者行为和反

思两大层次的情感需求着手,针对单项旅游开发在

情感方面的现存问题,提出如下策略:
4. 1 匹配情感动机,满足旅游者情感需求

旅游动机是旅游行为产生的原动力[27] ,情感作

为旅游的重要动机,是旅游者获得幸福感的源头[26] 。
依据旅游者情感特征,匹配其情感动机,打造具有针

对性的情感体验旅游地,以增强旅游者情感体验。
王克军、马耀峰认为,人的情感动机可分为利己

主义和利他主义两类,前者存在于任何旅游活动中,
而后者主要存在于黑色旅游中[27] 。 不同人群情感

需求存在明显差异性,匹配情感动机可使旅游情感

体验开发更具人文情怀,满足不同人群的情感需求。
例如:以情感时效性为切入点,将旅游者分为老年、
中年、青年、儿童 4 个层次。 老年人多半会产生孤独

感[28] ,对温馨往事有种莫名的怀念感。 此外,老年

人还有求知欲、好奇心、养生和自我提升等情感动

机[24] 。 因此,在亲子敬老游[29] 中需注入以上情感

要素。 中年人生活趋于稳定,对温馨家庭情感旅游

更为中意。 青年人有寻求新奇、知识、美食、放松等

的情感动机[24] ,其更倾向于一种浪漫轻松的旅游环

境。 儿童好奇心较重,对具有趣味性的事物毫无抵

抗力,如迪士尼乐园就是亲子旅游的典型代表之一。
4. 2 增设旅游情感体验项目,促进旅游情感体验

旅游的核心是体验[30-33] ,其中侧重情感考虑的

旅游体验项目对旅游者的触动感更强。 目前,旅游仍

以走马观花为主,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对旅游体

验的需求日益高涨。 同时,景区自身发展需增设具有

个性、参与性、情感性、互动性、休闲性、娱乐性的旅游

情感体验项目,强化旅游者对其的评价,提升满意度

和忠诚度,推进沉浸式旅游体验,促进旅游情感体验。

4. 3 依托现代科技,提升情感旅程

在旅游宣传层面,新媒体是应用最广的现代技

术,其给旅游业的宣传和发展带来了机遇。 利用

“互联网
 

+”时代的新媒体平台,将其作为旅游宣传

信息推广的渠道和综合互动服务的平台,如利用微

信朋友圈集赞、公众号转发、微博宣传等,鼓励旅游

者分享个人旅途经历,让整个旅游宣传更具人文情

怀,从而使情感旅程得以延伸。
在旅游基础设施升级层面,传统基础设施的更新

需以旅游者的必要性情感需求为出发点,如交通、网
络、住宿、餐厅、厕所等基础设施便捷化,着重关注特

殊人群需求,打造迎合旅游者需求的基础设施环境。
在旅游业态增扩层面进行跨业界合作。 近年来

出现了《奔跑吧兄弟》、《花样姐姐》、《亲爱的客栈》
等外景真人秀节目,此类节目将亲情、爱情、友情等

情感注入到拍摄地[34] ,提升了拍摄地的知名度,从
而使拍摄地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旅游目的地。 因

此,旅游地打造可通过与影视行业的合作,满足旅游

者的情感体验需求。
4. 4 文景融合,提高旅游者忠诚度

反思层面的设计是将旅游地的人文历史和个性

特征融入景观设计中,使旅游地成为文化的活动场

所和载体,突显其地域和文化特色,形成别具一格的

自我形象和品牌,以达到美感、功能、精神的统一,从
而提高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文化因景而前趋,景因文化而扬名[35] 。 文化作

为旅游地的文脉,与旅游地旅游规划之间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 通过拓展旅游地人文历史并对其进行

不同定位,依据定位的文化主体,推出不同的文化体

验活动,打造旅游文化地标,开发新颖文化旅游产

品,从而彰显旅游地的民俗风情。 此外,还需提升旅

游地居民和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交流水平,在主

客交流中促使主客间产生深厚的情感关系[36-37] ,最
终使旅游者对旅游地产生情感共鸣并表现出较高的

满意度,而在满意度的驱动下旅游者可能做出重游

并向亲朋好友推荐旅游地的忠诚行为。

5 结　 论

“情感”贯穿于旅游活动的始终,是旅游开发中

一个核心议题。 本文以人的旅游情感相关概念和理

论为基础,以单项旅游开发在情感方面的现存问题

为主线,创建旅游者情感需求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情景营造路径与情感体验强化策略,得出如下结

论:(1)旅游者情感具有效能性、时效性、感染性、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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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性四大特征。 (2)目前单项旅游开发在情感方面

存在走马观花式观光旅游、车水马龙式度假旅游、单
一同质式文化旅游、体验式旅游项目匮乏、旅游环境

设计缺乏情感要素等问题。 (3)从旅游者本能层次

情感需求着手,注重情感与环境的关系,将序列感、
均衡感、协调性、韵律感等作为设计原则,从自然、人
工、人际 3 方面进行情景营造。 (4)从旅游者行为

和反思两大层次的情感需求着手,提出匹配情感动

机,满足旅游者情感需求;增设旅游情感体验项目,
促进旅游情感体验;依托现代科技,提升情感旅程;
文景融合,提高旅游者忠诚度等强化旅游情感体验

的四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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