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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环境解说和游客教育一直是西方旅游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该领域现有的综述类文献也多以国外研究为重

点。随着我国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大量涌现，有必要对其最新进展进行梳理。本文综述了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在环境

解说和游客教育领域的研究脉络和内容，主要包括概念体系、规划和设计、问题和对策、解说受众四个方面，并

指出了研究的薄弱环节，期望为提升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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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n 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and Visitor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Institute of Tourism,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200234,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and visitor education has been a heavily studied area in western tourism 
research and practice field.Most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 this field so far focuses on the overseas 
research.With the fast growing of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same area,the review of the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has become pressing.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ajor content of 
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and visitor education that mainland scholars have studied,which falls into 
four main areas including conception system,planning and designing,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and the audience of interpretation.It sums the weaknesse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suggests the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for improving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 of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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