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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蔡伦竹海旅游景区竹文化情感体验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探讨情感体验理论在文化
旅游产品开发中的应用。方法 采用情感体验的理论与方法，以“感官-认知-行为”的情感体验过程为
导引，设计蔡伦竹海旅游景区的感官情感体验、认知情感体验与行为情感体验系列旅游产品，在此基础
上通过“点线面”的空间结构将情感体验旅游产品进行有机组合，以实现不同类型情感体验旅游产品的
无缝式对接与差异化效果。结论 情感体验理论在文化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竹
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应遵循旅游者情感体验的“感官-认知-行为”过程，通过设计递进式、组合式
的情感体验旅游产品，让旅游者获得深层次的竹文化旅游体验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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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Bamboo Culture Tourism Products for Cailun  
Bamboo Sea Based on Emo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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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o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through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bamboo culture emotional experience tourism products for Cailun Bamboo 
Sea Scenic Spot. It adopted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used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process of 
“sensory-cognitive-behavior” as the guide to design the series of sensory emotional experience, cognitive emotional ex-
perience and behavioral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bamboo culture tourism products in Cailun Bamboo Sea Scenic Spot. On 
the basis of tourism products,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tourism products were organically combined through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dotted line-plane” to realize the seamless conne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tourism products.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ory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bamboo culture tourism products should follow the “sen-
sory-cognitive-behavior” process of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ourists, through design progressive and modular Emo-
tional experience of tourism products, allowing tourists to enjoy deep bamboo culture tourism experience and enjoyment. 
KEY WORDS: emotional experience; Cailun Bamboo Sea; bamboo culture; tourism products 

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日趋重视消费过程中的

自我感受与体验价值，其消费模式也从被动接收到主

动参与、从边缘评价到高度卷入，消费者这一变化趋

势预示着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体验经济下，体验活

动不仅提供服务，而且还创造难忘和独特的事件[1]。

体验是旅游业的组成部分[2-3]，而旅游体验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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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情感[4]，具有体验属性的目的地更具有激发旅游者

情感反应的潜力[5]，因此，体验被认为是旅游领域成

功、创新和竞争力的关键[6]。成熟的旅游目的地不仅关

注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而且关注旅游者的满意度及其

情感体验的全过程[7]。本文通过对情感体验 3 个发展

层次进行整合，构建了旅游者情感体验过程模型，并

将该模型应用于蔡伦竹海旅游景区的旅游产品设计与组

合开发，说明此模型在文化旅游产品设计中的指导意义。 

1  旅游情感体验过程及旅游情感体验产品

设计 

1.1  情感体验及消费体验情感层次 

情感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心理状态。情感是态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其自身需要

而产生的态度体验[8]。“体验”从字面上理解，“体”

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指的是身体，说明需要靠五感来

感受，第二层含义指的是身体力行、亲身经历与亲身

感受；“验”在这里意指感受、感应，是一个动词，

而感受的内容很广泛，如文化、感情、思想等，世上

所有的物质、事物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体验[9]。情

感体验作为心理活动过程，包括由情感引起的认识、

情感、意志等过程。从情感体验过程看，情感需要依

托于主体和客体存在[10]，因此，情感体验过程被认为

是由主体和客体因素之间的一套复杂的互动作用引

发的：第一是引起情感体验，如唤起、快乐或不快乐；

第二是产生认知过程，如与情感相关的感知、评价和

标记过程；第三是引起表达性的、目标导向的以及适

应性的行为[11]。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情感在消费者体验

（主体）和产品（客体）设计中扮演的角色，唐纳德·诺

曼将消费体验分为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 3 个层次
[12]。其中，本能层遵循人类本能的需要，是人类天然

需要得以满足的情感起点，体现为从产品外观对感觉

器官的刺激所获得情感反应，包括舒适、喜欢、排斥

等，主要体现为对产品的偏好和选择；行为层次是人

们身体力行，通过与产品的接触和使用来感受与产品

性能有关的情感激发，如便利、快捷等使用感或是使

用后的满足感等；反思层次是则是建立在本能和反思

层次上情感综合和意向，即是否会产生认同感、归属

感和忠诚感、回忆等，是人们对更深层次情感体验的

需求与追求。 

1.2  旅游者情感体验过程及情感体验产品设计流程 

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的心理感

受，主要以情感或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13]。由于旅游

是一项休闲活动，情感与享乐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所以游客在某个旅游目的地逗留期间所产生的情感

和情绪会在他的记忆中留下长久的印记[14]。情感要素

在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决策、旅游过程以及游后评价方

面均起到重要作用。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游者的情

感激发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旅游者通过参与旅游活

动而认知旅游产品，并在旅游产品评价的基础上产生

认知体验。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对旅游活动的记

忆，并形成意向行为和行为情感。基于上述情感体验

过程，建立了旅游者情感体验产品设计流程见图 1。 
 

 
 

图 1  旅游者情感体验产品设计流程 
Fig.1  Product design flow diagram of tourist  

emotional experience 
 

2  蔡伦竹海竹文化情感体验旅游产品设计 

我国是世界上竹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华

民族与竹的情感渊源由来已久，从各类竹制品到竹子

激发的精神享受，一切与竹子相关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的总和形成了内涵博大而独特的中国竹文化。千百年

来，竹文化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绘画音乐、历史文化、

工艺美术、园林艺术、宗教民俗等产生了重要影响[15]。

英国人李约瑟曾赞誉中国为“竹子文明的国家”。竹文

化旅游资源是具有竹文化符号的旅游吸引物，包括有形

和无形资源以及与竹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6]。

蔡伦竹海旅游景区位于湖南省耒阳市，是国家级 4A
景区和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是我国最大的连片竹海，

素有“亚洲大竹海”之称，竹类品种多达 20 余种，天

然喷泉、上堡晶矿和古鱼化石被称为“竹海三绝”，蔡

伦竹海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蔡伦造纸术的发源地，因

此，其独具魅力的竹文化及其产品组合是发展竹文化

旅游市场的基础，对提升景区的旅游文化品位、丰富

旅游审美、激发旅游地发展潜力有重要作用。加之竹

子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存在共同的情感基

础，因此，以情感为媒介进行竹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

与组合开发，是发展蔡伦竹海竹文化旅游的重要前提。 

2.1  基于感官情感反应的竹文化旅游产品设计 

由于日常生活用竹经验的累积，大家或多或少对

竹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和熟悉，这是留存于旅游者自我

情感体验的部分，具有本能性和直接性。感觉器官是

引发情绪和情感的基础，感官情感具有感情活动的心理

本质的特征，因此，要唤起和激发旅游者对竹文化产品

的情感，第一步是打造竹文化的“色、声、影、意、形”，

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调动旅游者对竹文化

具象形状、色彩、声音、味道等的感官情感体验。 

2.1.1  竹色——视竹 

在设计中，视觉传达是重要的表现要素之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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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色彩因其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特殊的表达力唤起人

们对美好事物的联想并引起人的情感反应与变化。无论

是兴奋、欢快、轻松抑或是平静、忧郁、沉重等各种复

杂的情感都能从色彩中获得共鸣，因此，色彩成为传

达人类情感的重要媒介。从视觉激发效果上，蔡伦竹

海景区可以利用不同类型竹子的单品和复合开发塑

造不同的视觉景观效果和多姿的色彩，借以唤起旅游

者视觉情感。比如竹盆景展示区，可以利用单品的竹

盆景小品塑造不同的主题。比较适合作为竹盆景的盆

栽竹子以小竹类为主，常见的有大佛肚竹、罗汉竹、

四方竹、观音竹、紫竹等品种，这些竹子杆形各具特

色，叶细、株矮，可以结合不同颜色的奇石、景观小品

和盆栽等营造不同的单品主题，比如竹影景秀见图 2，

在传统盆景景观中加入竹子这一元素，用现代的设计

手法，融合性而多元地表达了竹的主题。同时，还可

以利用面积达 16 万亩的连片竹林形成浩瀚无边的竹

海、清爽优雅的竹谷、色彩斑斓的竹山、穿竹海而过

的耒水、大河滩天然喷发泉融合的竹岛等观景效果，

大片的绿意盎然和远山近绿的水墨画般的自然色彩

可以对旅游者形成强烈的视觉感应效果。此外，还可

以结合竹丛、竹林、竹园、竹海、竹山、竹谷等打造

“一径万竿绿，遍地修草香”的景观特效。利用风效

形成的竹林摇曳、太阳照射形成的竹斑、月光下的竹

影等从视觉欣赏效果上促进旅游者对竹的不同外在

美的欣赏并激发喜爱之情，从而达到旅游客体外在形

式与旅游主体内在情感的有机统一，从而让旅游者得

到更好的旅游体验，竹斑视觉效果见图 3。 
 

 
 

图 2  竹影景秀 
Fig.2  Beautiful scenery of bamboo shade 

 

 
 

图 3  竹斑视觉效果 
Fig.3  Bamboo spot visual effect 

2.1.2  竹声——听竹 

声音是情感的载体之一，良好的声音设计和不同

的声音组合可以烘托氛围，激发受众的联想，方便受

众理解活动或事件的意义和感染力，景区内丰富的声

音可以给与旅游者真实感和代入感，成为旅游者情感

激发的按钮。而当前，对声音景观的设计与开发一直

是旅游景区开发的薄弱之处。以竹子为媒介的声音景

观有两类，一类是竹子自然生长的声音，在竹子成长

的区域，可以开辟听竹区，让游客通过倾听竹子拔节

之声而感受生命之美，通过倾听风吹竹丛、竹林、竹

园和竹海的不同效果声音感受竹子的力量之美；另一

种是竹子制作成的乐器的声乐展示，包括竹埙、笛箫、

笙、筝、竽、箜篌、筚篥等。竹子乐器的清脆、幽远、

绵长的声音是其他类型器乐无法比拟的，通过竹乐器

的展示和配合景区不同竹类景观的现场演绎，如在竹

盆景区可以配合笛子、古筝的演奏，从视觉和听觉的

互动结合打造旅游者感官的盛宴，让游客通过视觉和

声音的结合建立空间的认知感和归属感。 

2.1.3  竹香——闻竹 

人在闻到特定的气味之后会立即唤醒大脑中存

在的记忆，引起某种情感共鸣，在感官情感中，由特

定气味刺激嗅觉唤醒的记忆和情感通常会表现得非

常强烈，会引发怀旧感、亲切感或者是排斥、否定等

情感，因此嗅觉也是和情感联系最紧密的感受[17]。景

区打造的竹香意在触发旅游者的记忆之门，尽可能营

造游客熟悉的香味，让旅游者产生对竹文化景区的熟

悉感、怀旧感和亲切感。竹香的设计一是源自于竹子

本身所特有的清香，能够净化空气和沁人心脾，达到

绿肺的效果，旅游者在竹林中畅游，可以嗅到竹子的

清香；二是特产区以竹子为材料的食物展览，比如竹

荪、竹米、竹饮料、竹筒饭、竹笋、竹香水、竹酒等

散发的竹子的青草香，这些味道能让旅游者心旷神

怡，从嗅觉上加深对竹子的了解。 

2.1.4  竹味——品竹 

嗅觉作为人体的气味信息接收器能让人产生情

感反应，而嗅觉元素在生产与消费中的合理运用能

给消费者带来积极的情绪反应。基于此，依据嗅觉

与人的记忆、情感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味道

上对竹文化产品进行包装，给旅游者带来嗅觉上的

独特消费体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竹子作

为食物原材料和烹饪器具历来获得人们的青睐。蔡

伦竹海旅游景区可以在之前旅游文化节各展示活动

的基础上，着力开发品竹区，通过图片、实物、现

场烹饪加工以及游客品尝等互动方式展示竹子作为

食物原料的多样性和以竹子为主的多种烹饪工具，比

如全竹宴，从竹筒饭到各类菜肴的加工以及竹酒等均

与竹子密切相关，旅游者可以通过嗅觉和味蕾的感觉

感知竹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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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情感互动体验的竹文化旅游产品设计 

在前述感觉器官激发感知情感的前提下，竹文化

旅游景区需要通过多种参与式的活动和项目安排让

游客对竹文化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即在情感反应的

基础上，通过与产品的互动来达到激发游客情感体验

的目的。 

2.2.1  识竹 

在旅游者游览的过程中，景区可以进行认知竹文

化的活动设计，帮助旅游者认识不同种类的竹子以及

不同的功用、种植的基本方法、适合的气候地理环境

等。除了常规的介绍标识牌、视频播放外，现场的导

游讲解，甚至是 VR 技术、现场参与的竹器制作等也

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可以让旅游者深入了解竹子的

类别，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旅游者的竹文化审美能力，

了解竹子的功用，从而为竹盆景、竹类制品以及竹饮

食的销售打下基础。 

2.2.2  鉴竹 

在认竹的基础上可以开展互动式的鉴竹活动，即

游客主动参与识别不同种类的竹子，发现它们的功能

效用。比如在景区内设置一定区域，种植各类不同的

竹子，通过现场知识问答、微信扫码答题、对图找竹

等活动，并设置一定的奖项混合优惠活动等方式引导

游客参与对竹子的鉴别，通过互动式的参与来激发旅

游者的参与热情，传递竹与人的和谐相处理念。 

2.3  基于情感认同的竹文化旅游产品设计 

2.3.1  咏竹 

景区需要结合本地区和博大精深的竹文化来传

递竹子蕴涵的传统文化，咏竹区展示的是历代文人雅

士以及平民百姓对竹的歌颂，包括诗句、场景和文化

背景的介绍等，比如与竹有关的发明如造纸术；与竹

相关的传统民俗展演，如竹竿舞、踩高跷等；竹子制

作的工艺品展示等。同时，可以结合咏竹的主题，开

展三行情书、家书寄情、咏竹诗歌大赛、摄影大赛、

绘画比赛等多种灵活的活动设计来引导游客抒发对

竹的认知和情感。 

2.3.2  爱竹 

在之前感知和认知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激发旅

游者的爱竹情怀。景区通过开展爱竹主题活动，激发

游客对竹文化品格和特质的认同感，如“我与竹子共

成长”活动，旅游者可以认养一棵竹子或是竹盆景，并

写下自己的感言，通过微信链接可以不定时查看竹子

的成长情况；也可以参加景区举办的以爱为主题的诵

竹活动，如以竹文化为主题的“我爱竹器”、“竹制品

创意大赛”等比赛与活动，现场可以学习并制作竹手

工艺品，让游客在认识竹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并发挥想

象力。 

2.3.3  用竹 

用竹环节意在引导游客对竹子原材料环保性的

理解，并让游客从情感行为意向上倾向于选择和使用

竹子制品。一是作为建筑材料的竹子展示，景区内的

景观小品，从竹步道到竹栅栏、竹垃圾桶再到竹子建

筑（竹房子、竹亭）；二是竹子做成的工艺品展览，

如竹雕、竹凳、竹等；三是竹子作为食用原料。 

3  蔡伦竹海竹文化情感体验旅游产品的组

合开发 

3.1  本能层设计组合之“点”——竹识渊博 

本能层作为旅游情感体验激发的基础，需要通过

产品的外观设计以及多感官的直接和强烈的刺激来

激发游客的情感反应。在较短时间和有限场地内，一

台集声、光、电的以竹文化为主题的循环表演可以在

旅游者进入景区之前，激起对竹文化的兴趣。景区可

以保留之前举办的竹文化旅游节的经典节目的基础

上，以蔡伦竹海的“蔡伦古法造纸”为主题，将竹子

的种植、分布、发展和蔡伦以竹子为原材料的发明、

现代竹子的功用和对竹文化未来的畅想结合起来，打

造一台“竹识渊博”舞台盛会，定期在景区入口处进

行展演。舞台的布置和背景展现的是“竹色”，节目

穿插“竹声”（各类竹子乐器的展示），通过竹文化的

历史演变，将“竹香”和“竹味”融入其中，让旅游

者获得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感官的感受

与体验。同时，表演过程可以开展“竹为你直播达人”

活动，通过微信朋友圈或是抖音点赞、收视率等为衡

量指标获得相应的纪念品和奖励，以此激发游客对蔡

伦竹海竹文化的憧憬、向往和回味之情。 

3.2  行为层组合之“线”——竹林畅游 

行为层的设计主要侧重旅游者与产品的情感互

动。蔡伦竹海景区占地面积达 16 万亩，景点分布广

且比较散，目前景区缺乏主体化的交通线路和特色的

交通工具作为各个景点之间的接驳，因此，景区可以

通过特色化的交通工具将各个分散的旅游产品串联

起来，形成不同的体验线路。首先，交通工具的设计

应该凸显景区的竹文化特质，比如竹制的小火车、竹

制的叮当车、竹船，或者景区不同竹文化产品标识的

景区环保车，加上车上的竹椅、竹窗和旅游者乘车用

的竹车票等，均可以围绕竹文化来打造。交通车的线

路主题可以分为“识竹”线、“鉴竹”线、“品竹”线、

“用竹”线、以及将“竹丛”、“竹林”、“竹海”、“竹

谷”串联的“竹林畅游”线、乘船游竹海线、无人机

空中俯瞰竹海线等特色化的线路设计，加上导游讲解

和景区的有声讲解让游客遨游在竹文化知识的海洋

中，对竹文化知识有相应的认识了解。同时，在各个

线路中设置一些互动游戏环节，让旅游者在游玩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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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竹文化的有用性，激发其愉悦感和满足感。比如在

“鉴竹”线中，可以利用“竹海迷音”迷宫引导游客在

不同种类竹子的迷宫内探宝，通过聆听笛、萧、笙等

竹制乐器的音乐来判别迷宫出口方向，“竹海迷音”迷

宫见图 4。还可以在“用竹”展示区开展游客“竹林

竞技”，将流传民间的竹民俗文化作为全民休闲竞技

加以开发和利用，游客现场参与体验竹筏赛、竹风筝、

竹竿舞、竹高跷等民间体育竞技，尽享“竹林竞技”

旅游产品的盛会。 
 

 
 

图 4  “竹海迷音”迷宫 
Fig.4  Maze of “Phonetic sound in Bamboo Sea” 

 

3.3  反思层之“面”——竹之认同 

旅游者在对竹文化的感官体验与行为互动的基

础上，在蔡伦竹海景区内选择代表性的面拓展和加深

游客对竹文化的欣赏与认同。比如围绕蔡伦竹海景区

古法造纸作坊和周边的竹海结合的面开展“竹”与

“情”、“竹”与“爱”等系列活动，一是咏竹历史回

顾，将历代文人墨客咏竹的诗句、名句铭刻在竹制的

屏风或是竹器上；二是建一面“咏竹”墙，让游客将

自己游览感受书写并贴在竹墙上；三是“咏竹”大赛，

定期开展以蔡伦竹海竹文化为主题的诗歌、书法和摄

影大赛，将比赛作品呈现在“咏竹”区；四是“竹海

韵事”，即游客在古法造纸作坊周边的空白区域种植

代表爱情、友情、亲情等不同含义的竹子，为其取名

挂牌，并取得相应的许愿竹筒，每种植一颗竹子，便

以游客个人名义向贫困山区捐赠一本由古法造纸纸

张构成的书；五是“纸短情长”，游客亲身体验竹子

为原料的古法造纸，造出属于自己的 一张手工纸后，

还可根据现场提供的花草、竹子、颜料、贴花等 DIY
材料，对纸张进行创意 DIY，并且引导游客在纸上写

下“你对 TA 的三行情书”，现场评出“最动人情书”和

“最富创意情书”等奖项 。 
另外，可以在景区内的大河滩及其周边形成的面

开展“竹之创意”和“竹之意象”等竹文化的延伸与

组合。比如可以在大河滩村青石街形成“竹之创意”

一条街，展示各种竹类制品以及竹子的加工产品如各

种纸张的创意，游客还可以近距离参观制作过程或是

参与制作；也可以大河滩的建筑景观中利用竹子营造

“乡愁”意象、小品景观意象等来丰富旅游者对竹子

的想象与理解，增强他们对竹子的情感认同。 

4  结语 

体验经济时代下，凸显了对消费者心理的关注，

也明确了产品的设计需要以消费者的认知和基本态

度出发点，而情感作为消费者认知和态度的重要环节

是产品设计的核心。本文以旅游者情感体验过程的感

官情感、认知情感、行为情感与产品设计过程的本能

层、反思层、行为层交互作用为理论指导，以对竹文

化的共同情感为纽带，构建了蔡伦竹海旅游者与竹文

化旅游产品之间的交互式体验与组合式的开发，从而

为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组合提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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