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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联结:自然研学旅游体验研究
蔡克信 贺海 郭凌

  摘要:以参加自然研学旅游的亲子家庭为对象,基于行为情境-氛围情境-情感情境的分析框架,对其旅游体

验进行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亲密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自然联结是自然研学旅游体验的核心,游
客通过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联系;教育认知是研学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并构成自然联

结体验的基础;研学导师对自然联结体验的实现具有关键性影响,突出表现在改变了游客在旅游中“看的方式”,增
强了游客对自然感知的能力;自然研学旅游对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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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游是以学习为主要目的的专项旅游活动①。作为旅游与教育融合发展的产物,研学旅游成为当

下旅游发展的新业态。从当前产业实践来看,研学旅游具有三个方面显著特征。一是更加注重教育功能。
教育性是研学旅游的本质属性②,故在研学旅游中,受教育是旅游的首要目的,旅游成为实现教育目标的重

要途径③。二是目的地选择更为多样。目的地的选择基于教育这一根本目的,因此凡是能够为游客提供受

教育学习的场所均可成为研学的目的地。三是旅游品质更高。团队游是研学旅游的主要形式,服务人员配

置更多,但团队规模相对较小。根据《研学旅行服务规范》(LB/T054-2016)行业标准,每个研学旅游团至

少配置一名安全员、一名研学导师、一名导游人员,旅游服务人员与游客比更高。
作为新兴旅游产品,研学旅游在游客出游动机、活动组织形式及内容等方面,与其他形式的旅游明显不

同。在研学旅游中游客获得什么样的体验,研学导师对游客的体验生成有何影响? 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探索性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学习内容的不同,可以将研学旅游分为以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为主的自然研

学旅游和以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人文研学旅游两种类型,本文主要关注以自然科普教育为主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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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内容的自然研学旅游。
一 文献综述

(一)旅游体验

旅游体验是旅游现象的内核①,也是学术讨论的重要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围绕旅游体验的学

术研究逐渐由哲学层面的理论探索走向实证研究范式②。自然环境既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开展旅游活

动的空间载体,其对游客体验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认为,对自然环境的审美体验构成了游客体验的重要

内容。如Conti和 Wu等人的研究中均提到对自然景观的审美体验③;王汝辉对骑行旅游体验的研究发现,
对自然景观的原真审美和对自然环境的艰险体验,构成了骑行游客自然景观本真体验的主要内容④。此外,
谢彦君等人的研究也揭示了对自然景观的审美快感体验是徒步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⑤。

虽然相关研究已经关注到自然环境对游客体验生成的重要作用,但无论是在自然生态旅游还是在户外

旅游中,自然环境往往具有较为突出的景观价值。而在自然研学旅游中,自然环境的景观特征并不突出,部
分研学活动场景与日常生活环境并无二致。因此,在缺乏对自然景观的审美体验情况下,游客在研学旅游中

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旅游体验仍然有待学术探索。
(二)研学旅游

20世纪90年代末,研学旅游成为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细分市场,并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⑥。西

方学者普遍认为研学旅游是旅游者将学习作为主要出游目的的一种旅游形式⑦,但在研学旅游的概念表述

上并无统一界定。与此同时,虽然学者普遍认为研学旅游的实现形式及参与游客均具有多样性,在实证研究

中却主要关注具有海外学习或实习经历的学生这一特定游客群体。如Erik等以具有海外实习经历的学生

为研究对象,关注文化距离对于学习效果感知的影响分析⑧;Abubakar等以31位前往北塞浦路斯学习的外

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研学旅游动机⑨;McGladdery等对于国际研学旅游是否增进了全球知识学习

的研究,也是选择具有国际研学旅游经历的中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国内研学旅游研究在政策的推动下逐渐起步,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学旅游的基础理论

分析,如对研学旅游的价值取向和培根的旅游观展开的理论讨论;二是研学旅游的理论框架构建,包括研

学旅游过程中教育机制的实现过程和学习机制的解释框架;三是研学旅游产品开发与基地建设的应用研

究,如开展研学旅游的适宜性评价、研学旅游产品开发策略、研学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等。
(三)文献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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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围绕研学旅游与旅游体验的研究为本项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一是

国内外研学旅游研究均处于初步阶段,多数成果尚停留于描述分析层面①,围绕研学旅游的实证研究较为薄

弱。研学旅游在产业实践中的蓬勃发展与学术研究中的缺失形成强烈反差②。二是对研学旅游这一新型旅

游形式中的游客体验缺乏系统研究。有学者指出,研学旅游提供了比日常生活更加丰富的社会场景,学习主

体可以获得难忘的感官体验③,但究竟获得什么难忘体验,已有研究并未对此展开实证分析。在研学旅游

中,研学导师等因素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旅游体验,也有待深入探讨④。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视角选择

研学旅游兼有旅游休闲与教育认知的双重属性。虽然当前研学旅游市场的主力为中小学生,但考虑到

研学旅游的教育特性,在终身学习理念下,其对于任何年龄的个体均具有适用性⑤。同时,研学旅游也是亲

子度假生活的重要选择⑥,因此,本研究对象主要为参与研学旅游的亲子家庭,包含儿童旅游者和儿童父母。
以儿童为对象的有关旅游研究,主要有儿童视角、成人视角和儿童成人视角三类。受到研究伦理等多方

面的影响,多数研究仍然从成人的视角展开⑦。本文选择成人视角,除了尊重和保护未成年儿童群体权益的

伦理考虑外,另一个考虑在于,研学旅游也是一种亲子旅游,儿童父母作为同行游客,与孩子共同完成研学旅

游活动。在研学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父母会与儿童保持亲密沟通与对话,从而深入了解儿童的思想与旅

游体验。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

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⑧。采用“质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质的研究”有对自然主义

的探究传统。本文的选题形成于作者自2018年以来对自然研学这一新兴领域的持续观察。将旅游体验置

于研学旅游的自然环境之中,与“自然主义”的探究传统较为契合。二是“质的研究”是“对意义的解释性理

解”⑨,与文章研究目的较为匹配。三是由于研究对象涉及未成年儿童群体,使得问卷调查等其他方法的应

用受到一定的局限。在质性研究中,借助Nvivo11.0软件对文本进行分析。Nvivo软件作为国际上主流的

质性分析软件,具有强大的数据编码功能。本文主要应用Nvivo软件的词频统计和编码功能对文本展开

质性研究。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框架

自2019年9月起作者持续关注成都市某研学机构,并于2020年5月至12月,先后5次作为志愿者参

与其组织的研学旅游,对研学课程组织、旅游活动开展、活动中游客的行为表现等进行持续观察。该机构成

立于2011年,主要面向亲子家庭提供研学旅游产品。每次活动规模一般在15个家庭以内,并有多位研学导

师引领,活动结束后有旅游体验的总结和分享环节。部分家庭在活动结束后,对研学旅游体验进行整理形成

体验性的文字材料,并主动在社交自媒体、活动微信群及微信公众号中进行分享,由此构成本项研究的主要

资料来源。本研究共收集来自45个家庭分享的完整材料,其中14份材料由作者2020年参与式观察期间现

场收集获得,另外31份材料来源于该机构微信公众号中游客分享的游记,时间跨度在201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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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彦君在旅游体验研究中提出了“氛围情境”与“行为情境”的二维结构,其中,氛围情境是游客对于外部

环境氛围的感知,行为情境反映的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不同行为活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①。
在此基础上,张朝枝增加了“情感情境”维度,情感情境主要表现为旅游过程中游客的情感体验,从而构建了

行为情境(触感)-氛围情境(观感)-情感情境(情感)的“三感式”旅游体验结构②。这一“三感式”旅游体验

结构有助于更为全面揭示游客体验构成,故本文采用行为情境-氛围情境-情感情境的旅游体验分析框架。
三 研究过程

(一)文本预处理

对收集材料进行初步整理和编号。使用“Y#-*”形式对文本进行标签记录。其中,#表示文本序号,

*表示该份文本的分享游客。在自然研学中,所有游客均以某种动物或植物的名称为自然名,并不使用真实

姓名,故在材料分析时未作进一步匿名处理,直接采用游客自然名。如“Y2-红豆”表示第二份文本材料,出
于自然名为红豆的游客分享。

(二)文本高频词分析

本研究将初步整理后的文本导入Nvivo软件中,对其进行词频分析,提取前100个高频词。从高频词可

以初步概览自然研学旅游体验。其中,“孩子”与“自然”构成高频词的核心,“孩子”是研学活动的主体,“自
然”是研学活动的客体;“教育”在文本中出现43次,位列高频词第7位,这从侧面也表明游客更多地将自然

研学视为一种教育方式,与研学旅游的特性较为契合;此外,“喜欢”、“美好”、“快乐”、“感谢”、“期待”等正向

情感或正面评价词语也较多出现在高频词中,说明游客体验总体上以积极体验居多。
(三)文本编码

首先,在Nvivo软件中对导入的文本进行逐句编码。一次编码构成一项参考点,经初步整理后,共形成

350个参考点。其次,对初步编码的参考点进行进一步编码,通过比较、删除和整合后形成11个节点,如在

“动物认知”、“植物认知”、“环境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形成“自然认知”的编码节点。由于本文是在行为

情境-氛围情境-情感情境的三维结构下进行质性分析,故以行为情境、氛围情境、情感情境为父节点,将

11个节点按照主题相近的原则,作为子节点分类并入三个父节点(见表1)。
表1 编码节点层次及参考点分布情况

父节点 子节点 参考点数

行为情境

自然认知 68

自然游憩 38

自然劳作 34

社会交往 30

氛围情境

宁静与生机 5

和谐与融洽 9

真实感 16

情感情境

感动与愉悦 42

反思与自省 34

治愈与滋养 37

沉浸与期盼 37

  四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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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系列编码后,构建自然研学旅游体验的三维分析模型(见图1)。其中,行为情境主要关注游

客在研学旅游活动中开展的各类行为活动,有自然认知、自然游憩、自然劳作、社会交往四个方面内容;氛围

情境则是游客对旅游地环境氛围的感知,包括真实感、宁静与生机、和谐与融洽三个方面;情感情境是游客在

活动中获得的情感体验,包含了感动与愉悦、治愈与滋养、反思与自省、沉浸与期盼四个方面。以下结合文本

对三个维度的旅游体验展开具体分析。

自然游憩

自然认知
沉浸与期盼

反思与自省

治愈与滋养

宁
静
与

和
谐
与
融
洽

感动与愉悦
社会交往

自然劳作

行为情境
情感情境

氛
围
情
境

真
实
感生

机

图1 自然研学旅游体验的三维分析模型

(一)自然研学旅游中的行为情境体验

在研学旅游中,旅游者的行为活动与观光旅游存在显著差异,典型地表现在游客的旅游行为并非停留于

简单的观光审美层面,而是深度参与各类体验性活动,在参与中认识自然世界。通过对材料的编码,自然研

学旅游的行为情境包含自然认知、自然游憩、自然劳作和社会交往四个方面。

1.自然认知

游客参与研学旅游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旅游实现教育目标。因此,教育认知构成了研学旅游的重要内

容。研学导师通过专业知识讲解让游客深入认识自然世界中的动物、植物以及不同生物之间的生态关系,自
然观察、自然写绘、标本制作等均是游客实现对自然认知的具体形式。

不同于课堂上的理论教学,自然研学旅游实质上是一种情境教学活动。自然环境演变为真实的教学情

境,在这一情境下研学导师通过引导游客进行近距离观察、触摸、聆听等方式唤起游客的五感。“他们捡肚子

里有黑色种子的无患子;揉碎捡到的香樟叶、枫香叶去闻它们的气味;寻找绿色的枫香果和棕色的松果”
(Y37-兔子)。通过多样的形式让游客在参与中认识自然,这一情境教学活动避免了课堂上脱离事实的符

号化知识的灌输,有助于游客形成知识的多重关联①,同时更是给游客带来惊喜和乐趣,构成独特的认知体

验。

2.自然游憩

研学中除了自然认知外,还有放松身心的自然游憩。通过文本分析和对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发现,自然游

憩主要包含了固定活动场地的游戏活动和自然环境中的户外徒步。
自然游戏贯穿了研学活动的全过程。在文本中,“自然银行”、“搭建避难所”、“寻宝游戏”、“泥巴仗”等均

属自然游戏的范畴。所有游戏并非仅面向儿童,而是儿童与父母全部参与其中。如在搭建避难所的游戏中,
“孩子们负责捡树枝,大人们负责搭建,配合默契”(Y35-小雨)。这些游戏旨在让游客更进一步地认识自然

环境,同时增进游客之间的互动、沟通与协作,在短时间内较快降低游客间的疏离感。“和孩子们在一起最放

松的事大概就是游戏了,太阳系实在是一个适合游戏的好场地,装满了大小朋友的欢声笑语”(Y31-小沙砾

妈妈)。户外徒步也是自然游憩的重要内容。徒步不仅可以探索自然世界,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各种障碍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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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客意志力的一种磨炼,增强了游客对逆境环境的适应力。正如游客灰熊分享道:“早饭后我们的队伍开

始向后山的竹林开进,昨晚的雨水让崎岖的山道变得更加泥泞不堪,这对徒步穿越竹林来说增加了不少的难

度。”(Y40-灰熊)

3.自然劳作

自然劳作是自然研学旅游的重要内容,在部分研学旅游中,劳作构成了活动的主体内容。从对文本的分

析来看,自然劳作主要包含农事耕作和手工制作。
在农事耕作中,研学导师会根据节令引导游客进行播种、插秧、施肥、收割等不同劳动。在这一过程中,

引导游客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让游客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深入理解传统农耕文化中的二十

四节气知识。“最最大的收获,二十四节气再也不是纸上谈兵,清明采摘棉花菜做了清明粑粑,小满做了洋甘

菊纯露,芒种插秧,秋分收谷,白露收了露水,冬至收了萝卜喝了暖暖的萝卜汤”(Y5-阳光)。手工制作则主

要引导游客使用自然中的材料,学习传统手工技艺。手工造纸、制作筷子、缝制香包、编簸箕、搭建树屋等构

成了主要的手工活动。

4.社会交往

频繁、深度的社会交往是研学旅游的一大特色,既有游客之间的交往,也有主客交往。由于团队规模较

小,研学导师与每位游客之间具有更为密切的社会互动。通过前述的自然游戏和自然劳作等,不同游客之间

也具有相当高的熟识程度。如游客分享到“大家会心一笑,在那一瞬间,我们由山下出发前的不熟悉,变成了

共同经历过挑战的战友”(Y4-帅帅)。同时,在研学导师的引领下,游客也会进行“邻居探访”,拜访旅游地

的社区居民,增进主客交往。在部分研学活动中,社区在地传统手工艺者也会变身为技术导师,参与到研学

旅游中。在导师的带领下,游客由活动初期的陌生人迅速转变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一并向在地居民

学习传统生存智慧,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都体验着“社交的乐趣”。
(二)自然研学旅游中的氛围情境体验

氛围情境建构了旅游世界的总体风格和意义①,包含了旅游活动所处的自然环境氛围,以及游客内在的

氛围感知。通过对活动观察和文本分析发现,在研学旅游中,氛围情境有宁静与生机、和谐与融洽、真实感三

个方面。

1.宁静与生机

自然环境让游客产生别样的氛围感知。通过与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喧嚣、沉闷环境氛围相比较,游客在自

然环境中获得宁静与生机的氛围感知。如:“城市的商业综合体,电子游乐设施,带给人的感受是浮躁的,杂
乱无章的;自然界的一切,给人的感受是沉静的,缓慢的,无声无息,却又生机盎然。”(Y06-大灰狼)

2.和谐与融洽

和谐与融洽主要指人际关系氛围,具体包含了研学导师与游客之间的人际和谐、游客之间的人际和谐两

个方面。
研学导师与游客之间的人际和谐。在研学旅游中,导师兼有导游与教师的双重角色。但从游客的体验

来看,研学导师的角色更加偏重于教师,而非导游。导师引导游客参与活动,认识自然万物,并为游客提供各

类自然科学知识的专业讲解。在研学旅游中,没有购物环节,也没有导游与游客间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游
客表达更多的是对研学导师的感恩、感谢。

游客间的人际和谐包括了不同游客家庭的人际和谐与家庭内部的代际和谐。一方面,虽然旅游者由来

自不同的家庭构成,但在研学旅游结束后,这些原本的陌生人之间建立起特殊的情感纽带。由于共同的教育

理念与旅游经历,游客将一同参加活动的其他游客视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另一方面,对文本的分析

还发现,研学旅游增进了游客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缓解了代际冲突,这主要得益于自然环境带来的游客心

态变化,如游客木木爸爸所分享的:“这些时候,没有曲子需要练,没有玩具需要收,也没有因为你的磨蹭而引

发的训斥和冲突。我们一起对着那些好看的花、好吃的零食,好玩的项目去消磨时间。”(Y08-木木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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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真实感

真实感包含真实世界、真实个体和真实生活三个方面。相对于现代城市的人工建设,自然环境是“未经

修饰”的真实世界,满足了游客返璞归真的心理需求。“这才是课本里老师讲的自然:高大的树、碧蓝的天、无
比清新的空气,洒满阳光的森林里,爬树爬得飞快的小松鼠、各种没有见过的植物、哗哗哗流淌的河流……”
(Y4-帅帅)。同时,感知四季变换、日出日落,顺应节令气候也是真实环境的重要内容。

在这种真实的世界中,游客暂时摆脱了功利的枷锁,还原为纯粹而真实的生命个体。真实个体在真实环

境中的游憩与劳作则构成了游客感知的一种“真实生活”。“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会想到

‘接地气’,玩泥巴、荡秋千、踢足球、玩树枝、逗狗狗、观察植物、种地、劳作,他们和周围的一切联结着,这样

‘接地气’的天真,还有家长们‘接地气’的相处方式,将我们拉回到最朴实、最真实的生活里”(Y44-蜘蛛)。
(三)自然研学旅游中的情感情境体验

在自然研学中,游客有着强烈的情感体验,最为直接的表露是感动与愉悦。与此同时,游客的内心深处

也在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自省,最终游客的情感得到升华,在自然研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和滋养”。同时

游客在活动中获得的沉浸体验也进一步催生了对于未来自然研学的强烈期盼。

1.感动与愉悦

感动与愉悦构成了自然研学最直接的情感体验。结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植物、发现新的动物、完成新

的手工作品、实现新的自我挑战等,均给旅游者带来强烈的愉悦感和自我满足。在每次活动结束后的分享环

节中,被游客提到最多的是感动。感动的缘由包括研学导师敬业态度、同行中其他游客的善意言行、旅游地

当地居民的某种行为(如对乡土的坚守等)等。如在参加完青海湖自然研学后,游客分享道:“此行带给我的

感动和收获太多太多……让我知道在青海湖美丽的背后有这样一群人在默默地付出。在小泊湖湿地通过观

影了解了当地自然守护者南加老师的一系列保护行动……非常地感动。”(Y14-小老鼠妈妈)

2.反思与自省

在儿童游客参与自然研学接受动植物科普认知的同时,儿童父母在参与活动中也在反思教育的理念与

教育方式。在文本中共有13位家庭提及对教育的认识与思考。如游客大灰狼提到:“关于教育,所有的思考

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人是什么? 什么是对人生命的成长真正有益? 怎样的教育是适合人生命健康发展,并
能够实现人的持续自我完善?”(Y05-大灰狼)对于什么是更好的教育、作为父母如何更好地教育和引导孩

子的健康成长,成为自然研学旅游者共同反思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众多游客对教育的认知均回归

到最为平凡朴实的生活层面。“生活就是教育,教育人怎么看到世界与自己,自己与别人,自己与自己”(Y9
-小丑鱼妈妈)。

3.治愈与滋养

在导师引领下,游客通过各类活动的参与,在自然“感知”中吸取有益的“养分”,进而获得“滋养”、“治愈”
和“力量”,最终实现“自我效能的提升”。游客桃花分享道:“大自然像是满满的能量加油站,允许任何人找它

释放压力,然后再给予我们能量。”(Y33-桃花)
研究还发现部分游客连续多年参加系列研学课程,长期的研学体验令儿童身心获得更好成长。自然环

境以及研学旅游对游客的身心产生一定的治愈效果,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太阳神鸟”的案例。
“‘太阳神鸟’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上幼儿园几个月后,班主任老师曾经很艺术又善意地提醒我,带孩子去

医院看看。因为他不和其他小朋友玩,也不怎么和老师说话;见到一些亲戚朋友,他甚至会莫名其妙地哇哇

大哭,还会躲到桌子底下等客人离开才钻出来……”(Y07-太阳神鸟妈妈)可以看出,“太阳神鸟”在幼儿阶

段性格“内向、腼腆”,甚至存在一定的自闭倾向。在参加多年自然研学后受到了自然“滋养”,性格发生转变,
蜕变成了“每次自然游学时和大小朋友打成一团、逢人就聊历史话题、笑点特别低,一笑就能看到后槽牙的小

男生”(Y07-太阳神鸟妈妈)。虽然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自然研学作为课堂教育的有

益补充,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在游客水仙爸爸的分享材料中,也同样表达出自然课堂的积极

影响:“多年来各种丰富的自然体验,滋养了她,让她身心健康地成长。”(Y10-水仙爸爸)

4.沉浸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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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游中的深度参与催生了游客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并带来了难忘的旅游经历。“我在旁观察,他们

都很投入很专注,有孩子组队完成,有孩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孩子在帮助大人搭建。没有孩子在意衣

服鞋子是否脏了,他们的世界里都是正念,专注当下”(Y35-小雨)。也正因此,在活动结束后的分享环节

中,多数游客均提到了对未来研学旅游的期盼。在调查中也发现,正是在自然研学中获得的沉浸式旅游体

验,众多的游客将对重游的意愿转化为实际的重游行为,部分家庭连续多年参加系列主题的自然研学课程。
(四)自然研学旅游体验模型

通过持续参与式观察发现,“联结”一词被游客频繁提及。综合前述文本的分析,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亲

密联系是“联结”一词的核心内涵。自然研学活动“弥补了我们在城里生活人与自然缺失的联结”(Y02-红

豆),这既是游客获得的核心体验,也是激发游客再次参加活动的重要动机。
基于前文对自然研学旅游的行为情境、氛围情境、情感情境质性分析,本文构建以“自然联结”为核心的

自然研学旅游体验模型(见图2)。自然联结是个体对人与自然环境一体化的感知程度①。在日益城镇化与

现代化的背景下,现代人类生活正逐渐远离自然。在自然研学旅游中,游客在自然环境下参与各类自然认知

与自然游憩活动,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结,提升了自然联结水平。

行为情境
?自然认知
?自然游憩
?自然劳作
?社会交往

研学活动

氛围情境
?和谐与融洽
?宁静与生机
?真实感

氛围感知

情感情境
?感动与愉悦
?反思与自省
?治愈与滋养
?沉浸与期盼

情感体验

自然联结
情感路径认知路径

图2 自然研学旅游体验模型

在自然研学旅游体验模型中,游客自然联结的实现主要基于两条路径:认知路径与情感路径。一方面,
行为情境下的研学活动增加了游客与自然之间的接触机会,研学导师的专业讲授深化了游客对自然知识的

认识与理解,激发游客深入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生态观与自然观,在旅游活动中典型表现

为生态旅游理念的树立与践行,由此构成游客自然联结体验的认知路径。另一方面,游客在情感层面获得多

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在自然中获得“能量”与“治愈”,并再次“期盼”自然研学旅游活动,从而形成对自然的情

感依恋,由此构成自然联结的情感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游客的自然联结核心体验实现有赖于研学导师的充分引导,这也是自然研学体验与其他

旅游体验显著不同之处。虽然研学旅游与其他形式旅游活动可能在同一目的地展开,但由于研学导师的影

响,能使研学旅游体验更显独特与不同。“第一次的活动地点是在植物园,植物园其实之前已经带小朋友来

过几次,但是从未以这样的方式来接触它”(Y18-小草莓妈妈)。可以看到,在研学导师缺位的情形下,即使

游客多次在自然环境中开展观光游憩活动,与自然存在物理接触,也难以真正建立与自然之间的联结。而在

导师引领下,游客对自然环境、对旅游地“看的方式(wayofsee)”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进而获得了全新的旅

游体验。“伴随而来的是自己五感的敏锐,看到不同的风景,更美的世界……慢慢地,眼睛看到的世界不同

了,相机记录的世界不同了,自己也不同了”(Y03-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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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结论与不足

(一)主要研究结论

研学旅游已经成为教育界和旅游界的重要议题①,但围绕研学旅游的学术研究却滞后于产业实践的发

展②。为探索研学旅游的游客体验,本文应用行为情境-氛围情境-情感情境的分析框架对游客的体验构

成进行质性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教育认知是自然研学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并构成其他体验获得的基础。游客通过自然认知、自

然游憩、自然写绘等活动达到对自然环境的深入学习,进而获得积极情感体验。这一发现与李琳等人的“实
际旅游活动中,游客获得更多的还是停留于审美体验与娱乐体验,学习体验最少”③的观点并不一致。在新

兴的研学旅游中,游客不再专注于对自然风光的浅层次审美欣赏,而是转向知识的认知体验层面。这也是自

然研学旅游与其他形式旅游体验最为显著的区别,同时也表明“研学旅游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学习体系”④。
第二,自然研学旅游体验的核心是自然联结。在自然环境中,游客通过参与研学课程深入认识自然、理

解自然,从而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与自然之间联结水平的增强,有助于降低游客的焦虑,促进

人际交往,这与Vidon等学者的观点⑤较为一致。但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研学旅游中自然联结体验的实现路

径:行为情境下的参与式学习活动构成了自然联结体验的认知路径,情感情境下的积极情绪体验构成了自然

联结的情感路径。
第三,研学导师对研学旅游中的自然联结体验具有关键性作用。研学导师的专业知识讲解与活动引导,

不仅改变了游客在旅游中“看的方式”,还帮助游客建立与自然之间的联结。在研学旅游中,由于游客自身缺

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即使存在自然接触,也难以建立自然联结。自然联结体验的获得有赖于外部力量的帮

助,这也是自然研学旅游显著区别于其他形式旅游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推进研学旅游发展中,需加大对研

学导师的培养力度,注重提升研学导师的专业知识素养和旅游服务技能,这也是本文得出的重要启示。
第四,自然研学旅游作为课堂教育的重要补充,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研学旅游作为

一种非正式教育,是传统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且具有其独特优势⑥。游戏是儿童探索世界、认知世界的重

要方式⑦。在自然研学旅游中,儿童通过各类游戏活动的参与,其观察学习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社会交往能

力等得到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弥补了课堂教育的不足,对于缓解现代儿童日益增多的“自然缺失症”⑧也具

有重要的帮助作用。由此,在国家公园和乡村旅游等开发中,应加大对自然研学产品开发力度,为游客提供

更多的优质研学产品。
(二)贡献与不足

通过对游客体验的文本分析,本文初步探讨了自然研学旅游体验的构成内容,其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关注研学旅游这一新兴旅游形式的游客体验,构建了以自然联结为核心的体验模型,丰富了旅游体

验研究的理论体系。二是实证了旅游体验是社会建构的理论观点。旅游体验是旅游者与多元主体互动过程

中建构的产物⑨。本文的研究证实,研学旅游体验是游客与研学导师、其他游客、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进行

社会互动建构而来,其中与研学导师的互动作用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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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学习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并非近年才开始出现,但相关研究成果却非常有限①。本文以成都市自

然研学游客为对象,采用质性分析对其旅游体验展开初步探讨,并探索性地构建了自然联结旅游体验模型。
这些结论对于自然研学体验是否具有普适性尚待进一步探讨。而且,现有结论是基于游客分享的文本进行

质性分析所得,未来还需要通过量化数据等多种方式开展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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