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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旅游体验是体验经济发展下的产物，适应于当下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

通过观赏、消费等方式体验到放松、新奇的心理感受。通过研究旅游体验环节的自身特性和用户需求，

深入挖掘可设计角度，结合京津地域文化符号，将其融入设计之中，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挖掘体验环

节的设计点。方法 通过地域文化分析和举例论证，分析当下旅游者隐性需求，发掘旅游体验环节特性。

结合京津文化符号特质和案例分析，定位未来旅游体验发展趋势并创新体验环节的设计方法。结论 当

下的旅游体验设计模式多流于形式，因景区资源差异或环境容量限制等因素造成旅游者体验差强人意。

聚焦京津文化符号特点，围绕旅游者需求，基于这些复杂因素，系统阐述更深刻、灵活的体验设计产品

的建设方法与途径，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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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sign of Beijing-Tianjin Tourism Experience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ZHONG Lei, FAN Xiao-li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ourism experience is the product of experience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adapts to the current travel 
needs of tourists.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tourists experience relaxing and novel psychological feelings through viewing 
and consumption. The work aims to dig deep into the design angle by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user needs of the 
tourism experience link and combine the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into the design to meet the 
needs of tourists and excavate the design points of the experience link.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demonstration of re-
gional culture, the hidden needs of touris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experience links were ex-
plored. By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Tianjin cultural symbols and case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uture tourism experiences was positioned and the design methods for the experience link were innovated. The current 
design model of tourism experience is more formal, and the tourist experience is unsatisfactory due to factors such as 
scenic resource differences or environmental capacity constraints.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Tianjin cul-
tural symbols, and centering on the needs of tourist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more profound and 
flexible experience design product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explained based on these complex factors,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KEY WORDS: tourism experience; user needs; regional culture; Beijing-Tianjin cultural symbols; experience design 

旅游业由于其自身综合优势特征正成为人们放

松享受生活的首选方式。旅游产业应在自身发展上不

断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的服务和体验，推陈出新，如

此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形成自身优势，发掘、深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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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良好的体验环节是助推旅游产业乃至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丰富的旅游体验感受是吸引

旅游者的条件，以旅游者体验为中心的服务产品不断

地吸引着游客，使旅游业长久兴旺。在创新设计中利

用景区资源、开发景区资源，也能更好地对当地景区

的文化起到传承和发展的作用。 

1  地域文化符号作用于旅游体验 

1.1  地域文化符号概念解析 

地域性是指某个特定地区内的地域地理条件、历

史民俗文化、风土人情等独有的文化或特色，具有极

强的可识别特性。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特点，地域性

不仅仅指地理特色、人文特色，也包括文化特色与历

史特色。例如一个地区的传统工艺、文化遗产、历史

古迹、纹样色彩等那些通过转换为文化符号来传递意

义的部分就可称之为地域性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是

保存人类社会和自然历史发展记忆的内存，随着人类

越来越重视文化精神部分的体验，通过研究利用地域

性文化符号，可以为文化发展巩固基础，充分表达出

地域独有的文化和历史。这不仅体现了本土化的文

化，也创新了文化符号的形式。 

1.2  现代旅游体验追根溯源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在其著作《未来

的冲击》中预测过体验经济一词，他指出，人们注重

基础的物质条件的时代正慢慢过去，随着时代进步，

伴随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渐渐关注到一种新的满

足于身心需求的经济，即体验式经济。随着时代的发

展，人们所追求的就不再仅仅是物质条件和事物的最

终体验效果，而是关心体验过程中或者更早时创造出

的所能提供给人们的体验过程。体验是一种情感下的

互动方式，而旅游的内质之一就是某一地区空间的体

验；旅游者也可在体验中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获得

独特的回忆。好的体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

的发展为旅游者创造更好的旅游体验，两者相互促

进推动发展，满足旅游者的深度体验，促进体验经

济发展。 

1.3  地域文化符号对旅游体验设计的重要影响 

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人们不仅满足于物质生活

的充裕，也愈加注重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生活体验[1]。

中国地域文化特色迥异，各地区发掘其具有专属性的

文化符号，纵横考虑文化脉络，从地理特色到文化特

色，具有地域性的文化往往能为设计带来更多灵感和

参考价值。文化也因此具有强大的文化效益和社会影

响力，能够反向促进经济的发展。旅游体验关注旅游

过程中的深层感受和蕴含的意义，不同地域文化符号

可以带给旅游者新奇的旅游体验，满足当今人们需要

的深层次的旅游体验感受。 

2  地域文化符号与京津旅游资源 

2.1  京津地域文化符号特质 

2.1.1  皇城根儿京味文化 

北京有着八百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拥有丰富的

传统文化遗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是独具特色和魅力的

重要城市。北京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代表中国的行

政符号，见证了无数兴盛荣衰的历史，沉淀了许多文

化历史内容。它开放包容地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加

上自身深厚的历史底蕴，形成了北京独有的皇城根京

味文化。北京的文化遗产数不胜数，不管是有形的、

无形的，不管是北京四合院、老胡同，还是京味大鼓

和独特的北京话，都是北京悠久的文化积淀。 

2.1.2  天津卫市井文化 

天津紧邻北京的地理位置加上追溯到古代的人

文历史，是重要的军事要地和漕粮转运中心，后被英

法美多国开设租借地，影响至今形成了天津多元化并

存的文化特点。天津民俗多元、文化兼容，背依首都

发展，成为北方口岸最大的开发区所在地。在传统文

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发展下形成了天津特殊的兼容

并蓄文化特色。从艺术审美到民众起居生活，无不彰

显出天津地域文化符号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杨柳青年

画、河北梆子、狗不理、天后宫等民俗民艺结合着天

津本土民众对曲艺的热衷、小吃的讲究，都形成了天

津独具地方特色的市井文化[2]。 

2.2  京津旅游资源贯通性不足 

京津两地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两者的旅游产业也

有很强的关联性。京津旅游特点分析见表 1，作为产

业发展的龙头，北京旅游产业的资源和优势十分明

显，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促进了北京风景和人文发

展；天津有着天然的环海地理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不管是非遗文化还是艺术园区，天津的文化产业

发展优势显著。两者旅游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侧重点，

北京是以故宫、长城、天坛等景点的观光旅游为主，

天津则是以意式风情街、古文化街、五大道等具有浓

厚人文气息的文化旅游为主。 
 

表 1  京津旅游特点分析 
Tab.1  Analysis on Beijing-Tianjin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城市 北京 天津 
形式 观光旅游 文化旅游 
载体 风景、人文、民俗等 活动、宗教、文化等

特点 直观、冲击力强 
趣味性、综合性、 

丰富性 

不足
受季节影响、 

缺乏参与互动性 
需了解相关文化、 

缺乏创新 

举例 故宫、长城、798 艺术区 天津之眼、意式风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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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旅游产业在各自基础上发展，还未形成两地

之间的要素流动，两者还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例如，

北京的溥仪旧居，是民国时期的西式建筑，旧居承载

着上百年的历史记忆，走进建筑可以感受到溥仪一生

的传奇故事；天津静园也是溥仪曾居住过的地方，后

被世人修葺重建，还原了溥仪的居住场景，也成为了

天津的一处旅游景点。两者对比来看，都属于历史遗

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京津地理距离相近，但北京溥仪

旧居无法促进游客来津进一步游览，或者说天津静园

无法吸引游客前往北京了解相关历史。在京津体验设

计的环节中，如何让两者的关联性旅游资源互相产生

推动作用，如何深挖京津旅游环节，从而促进京津旅

游产业发展的连贯性尤为重要。 

3  旅游体验环节中的影响因素 

旅游体验是旅游全过程中难以物化又切实存在

的重要产品。其设计开发的商业价值、社会影响力的

占比都随时代发展逐渐加大。旅游体验设计，区别于

其他设计，旅游体验好坏与否是表现于旅游者个人主

观意识中的一种感受性反馈[3]。了解旅游体验的自身

特点，有助于在设计中掌握核心要素，满足旅游者需

求，生成旅游者在体验中的直观感受，能够积极发挥

旅游者在旅游体验中的能动作用。 

3.1  调动旅游者参与性 

旅游体验的核心环节是调动旅游者的高度参与

性。旅游者能否积极调动感官情绪投入旅游体验中直

接影响着最后的体验效果，旅游者参与度对旅游体验

的影响说明见图 1，旅游者作为旅游产品环节中的个

体，参与旅游过程并直接反映旅游体验的结果。通过

分析旅游者需求设计体验环节，将更吸引旅游者不自

觉地想要参与旅游环节体验。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有

更高参与性的旅游者往往更加满意旅游体验，产生旅

游热情，促使下一次旅游动机的发生；无法积极调动

旅游者参与度的体验项目使他们感到枯燥乏味，对同

类型旅游失去探索动机，无法构建连贯发展的旅游产

业。目前趋势下，旅游者更加重视文化精神层面的旅

游体验，这就需要多角度、多方式地开发旅游体验方

法，扩展旅游体验途径，提升旅游者的参与度，从而

带来更加深刻的旅游体验效果。 

3.2  明确旅游主题体验设计 

旅游体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个性化体验需求，其

自身有着多样、丰富的特点，可以满足不同旅游者的

需求。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明确且有吸引力的旅游主

题会深入引导旅游者感受体验过程，好的旅游主题会

促进旅游资源开发的良性运转，良好的开发主题也为

旅游业发展巩固了基础[4]。旅游主题的开发必须基于

创新，创新的旅游主题设计不仅避免了旅游景区资源 

 
 

图 1  旅游者参与度对旅游体验的影响说明 
Fig.1  Illustration of the impact of tourist participation  

on the tourismexperience 
 

的雷同开发，也为体验模式的创新和体验深度的挖掘

带来了新的发展手段。广西南宁大明山景点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发布了名为“回归养生地，享寿大明山”

的新旅游主题形象，该主题展示了大明山景区的四季

旅游资源，形成了集露营、疗养、修行于一体的旅游

体系。明确的旅游主题促进了该景区整合发展的新模

式，形成了该景区独特的旅游文化符号，不论任何季

节都可以吸引大批游客，同时也展现了丰富的旅游文

化资源。 

3.3  情景交融触发体验设计升级 

旅游体验被定义为陶冶情操、闲情雅致的文化部

分，但随着时代的更迭发展，人们追求在旅游体验中

获得“独特”感受，在体验服务中满足自己“个性化”

需求。因此在设计体验时，对体验设计中的情景内容

合理有趣地规划，不仅可呼应设计主题，也可通过该

手段丰富情感表达[5]。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作

为文化 IP 的代表人物，向世人讲述了许多博物院的

传承发展故事，不仅强化了旅游者对博物馆的认识，

也对博物馆的保护和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情景触

发受众的“某个心思”，在强烈的共情驱动下，受众

的体验感受也被放大和升级。“情景交融”建立了旅

游者与体验更加深层沟通的桥梁。以故事为载体，与

旅游体验环节结合，必然成为体验新特色和有效方

式。旅游环境的开发会促进体验环节的产生，旅游景

色的创新抓住旅游者的视线，旅游文化情感的设计会

带给旅游者心灵上的触动，情景交融下的旅游体验设

计，将能激发旅游过程中多个产品的创新思路。 

3.4  层次性感官体验实现设计延伸 

体验设计的过程要求通过不同角度、不同方法，

将旅游特色最大化呈现给旅游者，为他们带来完美的

体验过程[6]。人的五大感官——视觉、听觉、嗅觉、

触觉、味觉是人们最直接获取感知的途径。全方位调

动各个感官进行体验设计，能够激发旅游者高于传统

模式的更深层次的求知欲、探索欲。湖南雨花非遗馆

聚集了蜡染、湘绣等多个非遗项目，馆内免费推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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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手绘体验设计流程 
Fig.2  Design process of hand painting experience 

 
验项目，可以闻到天然染料的味道，也可以亲手体验

刺绣，“沉浸式”体验吸引了很多小朋友。集放松和

主题教育为一体的新体验空间设计，正向激发了家

长、孩子的层次性感官体验升级，又促使家长和孩子

在此空间中实现更和谐和舒服的交流互动。孩子可以

“愉快地学到”，家长可以“惬意地与孩子互动并放

松身心”。非遗馆通过多感官体验模式和非遗文化的

主题融合发展，构建了集文化、旅游、经济为一体的

非遗+活态发展模式，促进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行，

带动该区域旅游业发展和周边相关文旅发展，实现

共赢。 

4  基于地域文化符号的旅游体验设计方法

解析 

体验设计贯穿于旅游产品脉络，决定着旅游者的

旅游体验满意程度。基于旅游与体验之间的紧密联

系，通过设计将京津旅游体验串联成线，促进京津的

地域文化相接，也对两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具有指导性

的现实意义。手绘体验设计流程见图 2，针对当下旅

游体验的发展，将设计步骤详细地归纳为以下几点。 

4.1  准确定位市场和人群需求 

设计定位见图 3，体验设计前期应先了解市场需

求和旅游者需求，根据需求确定设计的起点，只有在

理解用户需求的前提下才可以构建出有吸引力的体

验环节。市场分析是设计的前提和基础，是将认识转

换为实际操作的连接点。精准定位是设计的良好依

据，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后续设计策略，是顺利推进

设计环节、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的重要步骤。设计落

脚在北京皇城根儿文化和天津市井文化，总结两地旅

游市场发展现状及问题，设计出促进两地串联发展的 

 
 

图 3  设计定位 
Fig.3  Design positioning 

 

 
 

图 4  主题设计示意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me design 

 
旅游体验环节。定义目标人群可以确定设计的大走

向，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内容。从旅游者属性上将人群

分为京津本地游客和外来旅游游客，两者行为及需求

是不同的，基于不同人群诉求下的旅游应有针对性地设

计体验环节。准确的目标人群定义及需求分析是设计环

节的切入点，有助于设计者更好地制定后续体验设计。 

4.2  创设明确的主题设计 

明确的主题彰显旅游形象，在旅游者体验过程中

起到引导作用[7]。主题设计示意见图 4，整个体验环

节的设计过程都是围绕主题展开的，明确、创新的旅

游主题不仅能吸引旅游者，也为旅游产业注入新活

力。目前京津两地的旅游体验还未形成有效关联，与

两地地域文化符号融合的主题设计会促进京津经济

文化产业和衷共济发展。 
围绕民众生活的旅游资源拟分类为自然景观、社

会生活、文化艺术三种类型，不同类型应有针对性地

设计旅游主题。以自然风景为主题的京津户外探险主

题设计和以文化艺术为主题的京津非遗文化体验之

旅的主题设计，有针对性地为旅游者提供不同体验主

题，可提高旅游者的体验度和满意度，使他们随着主

题引导，达到放松身心或陶冶情操等不同侧重效果。

北京小吃历史悠久，有自己一套说法，例如吃烤鸭必

须片一百零八片；炸酱面必须用六必居干黄酱，肉酱

必须肥瘦相间，菜码更是相当丰富；天津的市井文化

具有生活化气息，天津美食都得去小区里的推着推车

的商贩处才能品尝到最正宗的煎饼果子、面茶等。外

地人跟着手机点评根本找不到最正宗的天津美食。以

美食线路为主题的“京津有味”之旅，串联京津美食

线路，定位旅游者喜好，刺激旅游者感官，不仅能推

动京津旅游经济产业发展，也能促进京津的地域文化

符号相接。 

4.3  多重路径实现体验项目设计 

前往故宫、北京博物馆、天津美术馆的旅游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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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北京 Skp-s 商场展馆 
Fig.5  Skp-s mall hall in Beijing 

 
为了获取教育体验；前往 798 艺术区、古文化街的旅

游者是为了获取娱乐体验。在体验项目环节设计中，

考虑人群的参与性和个性化体验，只有设计包括娱

乐、教育全方面的体验项目才更有吸引力，使人们产

生旅游需求。 
浸入式体验：电影表达常会插入许多浸入式体

验，通过故事叙事、场景转换和结构展现，使观众融

入表演，有亲身经历的感觉，获得强烈的体验感。北

京 Skp-s 商场展馆见图 5，其在开业时举办以“数字

—模拟未来”为主题的展览，展现了人们迁移到火星

一百年后的故事，就是极为出色的浸入式体验设计。

机械羊咩咩地叫，走近发现小羊会呼吸，肚子会起伏，

以及捕捉人肢体动作，跟着旋转的企鹅，还有很多摄

影雕塑作品配合展出，各大品牌店面全新零售空间和

独特的陈列风光，无一不在表达未来感的时光体验。

浸入式体验符合当下人们对旅游体验的需求，带来了

真实的体验感，充满趣味性。例如在体验项目设计时

运用到博物馆展览、网红餐厅和景区等，通过营造叙

事性空间，带给旅游者沉浸的感受，产生共鸣。在体

验环节中，浸入式体验带给体验设计新思路，是优秀

的变革手段，带给人们沉浸感，也丰富了感官体验。 
半交互体验：交互可以很好地满足旅游者的需

求，带给他们深刻体验，在旅游互动中产生更加切身

实地的感受，丰富旅游体验[8]。根据现有技术和设想，

在交互环节设计中可以与 AR 技术结合，不仅可以减

少旅游成本，也带来了深刻便捷的体验。通过 AR 构

建京津虚拟场景，例如游客身处天津古文化街，通过

头戴式或眼镜式的体验设备，不仅可以更改古文化街

小吃、商户的位置，还可以通过手势动作进行实际操

作中的体验，比如通过手势虚拟制作天津传统小吃茶

汤。交互增加了体验环节中的可操作性，使一些本不

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比如通过全息投影配合讲解和音

乐，使旅游者身处天津博物馆，面前也可以展示北京

博物馆中相关展品的介绍，仿佛就陈列在身边，扩充

了相关知识。 
教育体验：截至 2019 年，我国旅游产业发展进

入中速发展阶段，主力军大多是 80 后、90 后青年，

这就意味中青年是旅游的主要人群；而旅游目的旨在

放松身心、开拓眼界，因此亲子游是旅游人群的巨大

分支。家长注重在体验环节中使孩子获得教育意义，

因此根据儿童特性，针对儿童研发的旅游游戏开发，

不仅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也让他们在游戏中也获得了

良好的教育意义。例如将京津两地设计成为串联的故

事线，游戏以闯关模式进行，每一关带入京津著名景

点，如故宫、长城、天津之眼的景点关卡，以寻宝搜

索线索任务为主，在仔细搜索中锻炼儿童的耐心，让

他们了解旅游地景色；北京博物馆、天津古文化街、

滨海新区美术馆的人文艺术类关卡以答题为主，闯关

成功可积累金币，最终金币可兑换成当地旅游的代金

券，在答题中积累基础的文化知识，开拓知识领域。

与旅游结合的游戏体验，带给儿童深刻的参与感和认

知感，成为家长的不二之选。 

4.4  营造多元情感化的氛围设计 

氛围设计是体验设计环节的高光，好的氛围烘托

表现旅游主题，将旅游体验推向高潮。氛围设计不单

指烘托建筑风格、相关设施或包装产品，它不是强制

定义某个旅游体验部分，而是配合产生，充满可能性

的[9]。以日本审美来说，设计园林庭院时充斥着一种

宅寂感，从景观布局到苔藓落叶，无不显示出了安静

沉寂的感觉；除此之外，日本茶道和产品设计中也有

宅寂美学的表达，设计风格营造出了简单古雅的风

格，使看到的人心生静谧。氛围设计是基于旅游者活

动产生的，氛围通过与人的发生行为，刺激感官体验

从而使旅游者产生更强烈的体验。《上新了故宫》是

北京卫视推出的聚焦博物馆创新的节目，邀请当下明

星跟随故宫人员进入故宫探宝、探寻历史，或者演绎

宫墙内的故事。节目不仅催化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探宝的形式还带给人们一种参与感，诱发人们也想来

此探索，或者站在宫墙内感受几百年前的故事，营造

出了一种悠久神秘的吸引力，刺激旅游需求产生。 

4.5  多维视角提升旅游体验 

多维视角下的旅游体验提升方法，见图 6。 
感官体验：旅游体验设计过程应是逐渐深入的过

程，从不断深入中挖掘旅游资源，使旅游资源可持续

发展。调动旅游者感官的体验环节，减少了旅游中的

枯燥感，让纷杂的感受刺激感官，产生强烈的体验效

果。例如针对京津地域文化开发的大型体验馆，通过

微缩的现实社会场景，将乐园与体验结合，人们身处

其中可以亲手熬糖浆画糖人，可以捏泥人，也可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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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体验提升方法示意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ence  

improvement method 
 

一首京韵大鼓，还可以坐下听一段相声，间隔吃一个

煎饼果子，渴了喝一瓶山海关……体验馆提供了文

化、社会、娱乐、饮食相关的体验，趣味十足的项目

和调动多感官的亲身体验，为旅游者留下了深刻印

象，促进京津文化相接，带动了旅游业及周边产业的

蓬勃发展。 
情景交融：情景交融就是在体验过程中设计故

事，在旅游场景中带入故事，赋予其意义，为旅游体

验增添一笔浓墨重彩的环节[10]。基于不同诉求下的旅

游人群，情景构建也是不同的，京津本地游客可能是

目标明确且有针对性地到目的地旅游，旅游安排节奏

快、指向性明确；外来游客对京津有大致了解，不够

详细，易被动摇，旅游时间相比本地游客较为宽裕。

除此之外，旅游人群的行为目的也有所区别，在博物

馆参观的旅游者驻足时间长，会习惯性地浏览文字讲

解等指示，打卡当地标志物时旅游者也会了解相关知

识。在这种情况下，应明确两种人群的目标，缩小设

计故事范围，找到两者的约束条件，设计出最优情节，

使故事在对的人群、对的场所下产生暗示和吸引力，

引导旅游者内心走向，促进旅游者和旅游的交流。 

5  结语 

旅游产业如今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在当今也成

为了年轻人主要的休闲方式，以京津两地的旅游体验

方式为例，分析京津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设计

点，顺应时代下的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创意和科

技结合的体验设计。设计以挖掘和发展京津地域文化

符号为基础，基于体验环节特点、原则和定位等过程，

进行体验创新设计。创新体验设计方法，探索旅游产

业发展新思路、新见解，实现体验经济下的旅游体验

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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