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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景观学》全书分为三篇十章。
第一部分为理论篇，其中，第一、二、三章为旅游景观理念，第四章为旅游景观理念的示例；第二部
分为方法篇，其中，第五章为旅游景观研究方法，第六章为旅游景观信息发掘；第三部分为应用篇，
其中，第七、八、九章为旅游景观的评价、规划、开发与保护，第十章为旅游景观与文化的探讨。
    旅游景观学的编著围绕对旅游景观学的多学科、多专业的需求，在体裁上和内容上尽量做到社会化
、通用性、通俗化、深入浅出；结构上尽量融合教材的系统性与专著的论述性；从而使本书具有较完
整的学术性、方法性，也具有多层次、多专业的适用性、可读性。
因此，本书在编著中力求突出：    特色性：旅游景观实体属性与景观结构等级体制属性的理念；    系
统性：旅游景观学的理念一方法一应用的完整体系及严密性；    可操作性：保持理念的连贯、简明、
系统论述，用典型示例阐释旅游景观理念；    社会性：尽量缩减学术性的专门论述，面向涉及旅游科
学的各社会层面与相关专业的通用和适用。
    虽然作者期望本书的特色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社会性的良好效应。
但鉴于旅游景观学涉及学科的广泛性、理论与体系的开创性，而作者学识的局限及编著的时限，旅游
景观学的编著，无论从理论上、学术上、应用方法上，或从示例选择上，都难免存在不完善和不严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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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与旅游景观文化  第三节  旅游规划开发与旅游景观文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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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旅游景观学的基本理念第一节　景观一、景观的通用理念“景观”一词，在自然科学中
，应用较广，但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领域，对景观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不同的诠释。
较为大众化的景观，“泛指可供观赏的景物”（《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
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1）。
自然科学中的景观，泛指一定区域及地段内的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岩石、地貌和动物界的总和
，反映一定自然地理环境内的综合特征。
“狭义的景观则是指自然区划工作中的最低级单位。
”“广义的景观具有宏观性、综合性和地域性，一种景观能够充分反映这一地区各种自然地理要素的
组合特征与人为影响。
”（《遥感大辞典》，陈述彭主编，科学出版社，1990）。
二、景观理念发展梗概最早出现“景观”的希伯来文《圣经》，用“景观”来描写梭罗门皇城（耶路
撒冷）的瑰丽景色，具有“风景”、“景致”、“景色”的含义。
其后，用景观来描述所处环境中视觉空间的所有实体。
地理学是自然科学引用“景观”最早的学科，把景观定义为一个地理区域的总体特征。
在20世纪初，德国的Seigfried Passarge研究景观特征形成、演变的《景观学基础》（产生于1919-1920年
）、《比较景观学》（产生于1921-1930年），提出了景观学相关的复合体，景观分类分级原理。
在景观学的研究中，逐渐注意到了人对景观的影响，认为是地理综合体。
景观地理学把生物和非生物的现象作为景观的组成，被视为景观整体，发展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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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景观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景观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