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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实用旅游美学》

前言

中国旅游业目前正处于全面提升阶段，全社会旅游需求十分旺盛，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入境旅游都
在加速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对旅游教育和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针对以往
旅游美学教材偏重于审美鉴赏，知识性、理论性强于实践性、操作性的缺点，在实用性、指导性的原
则下编写了这本旅游美学教材。本教材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旅游美学基本知识和方法篇，分析
了旅游者的审美心理特点，提出了为获得最佳审美体验而需要采取的旅游审美原则和审美方法，并回
顾了中外旅游审美的不同历程；中编是旅游审美对象篇，对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这三种旅游审美
对象的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下编是旅游美学应用篇，对如何在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服务中贯彻旅
游美学原理、提高旅游业的整体美学水平进行了分析。每编的正文之前，以导言形式对该编内容进行
统率。在体例和内容的安排上，我们注重吸收近几年旅游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对旅游的最新认识，同时
针对高职学生实际和学习实践要求，尽量使本书对旅游审美原理和方法的论述等比以往的教材和同类
书籍更为完备。由于旅游美学比其他旅游类学科理论性较强，因此我们除了在写作时注意文字的深入
浅出外，还在有关部分内容之后附以相关的案例分析或阅读材料，以增强学生对正文的理解。针对高
职教育强调培养技能和动手能力的要求，我们针对性地加入了相应的实训指导，以期对高职老师有所
帮助。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按姓氏笔画排列）石应平、田华、向建华、向以群、刘美森、朱多生
、杨佳、陈卓、程善兰、赖斌、穰艳玲。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参阅了有关著作，汲取了一些学者的研
究成果，受到了有益的启发，谨此向这些学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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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实用旅游美学》

内容概要

《新编实用旅游美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旅游美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篇；中编是旅游审美
对象篇，对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这三种旅游审美对象的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下编是旅游美学
应用篇，对如何在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服务中贯彻旅游美学原理、提高旅游业的整体美学水平进行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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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美学即是研究“美”的科学。美学研究人类生活实践过程中一切审美活动实践的审美意识表现
及其客观对象事物的美学性质、实质和功能诸规律。美学研究的对象包括美、美感、美的欣赏和创造
、美育这四个有内在联系的部分。“美”重在哲学思辨，主要分析和论述美的根源、本质和特征、美
与真善、美与丑的关系，美的形式和形式美、美的形态和范畴等问题，这是美的本体论，是美学的基
础部分。“美感”重在心理学的探讨，主要揭示和描述美感的形成、本质、特征及其表现形态，这是
美的主体论，是美学的核心部分。美的欣赏和创造主要探讨和阐述美的欣赏的主客观条件、主体的心
理结构和心理过程、对不同形态美的欣赏内容和方法，美的创造的地位、作用和不同形态的美的创造
的一般规律。这是美的实践论，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重在教育学研究，主要阐述和述说美育
的性质、特点、任务、意义和实施途径，总结美育的实践经验，探索美育的一般规律。这是美的功能
论，是美学的落脚点和归宿处。旅游美学同绘画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建筑美学等一样，是美
学的一个分支。体系和结构与美学大致相同，也包括对审美主体——旅游者的心理研究、对不同形态
美的欣赏内容和方法、美的创造和应用等内容。不同点主要在于：由于它主要是研究旅游这种具体的
活动的，所以它的实用性很强。这种实用性主要表现为，旅游美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非常具体，都
是旅游和旅游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直接为旅游经济和旅游事业服务。当然，
旅游美学务必借鉴古今中外美学的现有研究成果，使自身在理论上深化，并且能够从哲学美学的角度
予以提升和归纳，以免结构过于松散或出现见木不见林的现象，防止应用美学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一般
经验的层面上，上升不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结果永远不可能成熟的现象。旅游美学是一门应用学科，
但这并非是说，研究者完全可以无视或免于探讨“美”与“丑”、“真”与“善”、“优美”与“崇
高”、“阴柔”与“阳刚”、“滑稽”与“幽默”等美学基本概念或一般形态。实际上，当我们从价
值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评价具有这些审美特性的旅游景观对象时，往往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它
们的本质问题。所以，研究者必须具备哲学美学的基本理论素养，这有利于我们透过繁杂纷扰的现象
，洞察到事物的本质特征，深化我们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旅游美学这一新学科的建设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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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参加《新编实用旅游美学》编写的人员有（按姓氏笔画排列）石应平、田华、向建华、向以群、刘美
森、朱多生、杨佳、陈卓、程善兰、赖斌、穰艳玲。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参阅了有关著作，汲取了一
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有益的启发，谨此向这些学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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