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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解說員

「解說」一詞，今日已被各領域普遍使

用，然而在1982年台灣第一座國家公園成立

之時，社會上尚無幾人知曉何謂「解說」，

1984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設置解說

員為民眾解說國家公園的自然、人文歷史及

經營管理方式，大眾才開始慢慢有了「解

說」的概念。追根溯源，「解說」為1871年
國家公園之父約翰謬爾（John Muir）所說：

「我要解說岩石，學習河流，暴風雨及雪崩

的語言。我要讓自己熟悉在冰河和原野花園

中，並儘可能靠近世界的內心」。他在此使

用的「解說Interpret」一詞，是第一次出現

在歷史文件中，後來被美國國家公園署所採

用。長時間以來，「解說」大多被用於自然

與人文環境之中，本文也以此為述。而解說

一般可分為人員解說及媒體解說二大類，本

文則以人員解說為主。

一、	何謂解說

在探討解說技巧之前，需先了解什麼是

「解說」。自解說之父Freeman Tilden以來，

便有不少專家提出對「解說」的看法，例

如：「解說是將特定區域內的環境特性，經

由各種媒體或活動方式，傳達給某些特定對

象。」；「解說是一種溝通的藝術形式，著

重的不只是簡單地陳述事實和人物，更強調

思想及其關係。」；「環境解說含有愉快、

教育及靈感啟發等三種要素，利用遊憩時機

和地點，對人們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使人

們欣賞、瞭解人與環境的關係，進而支持環

境保育。」；「解說活動主要是給予聆聽者

一種新的認識，新的興趣，新的洞察力，及

新的熱忱，一個好的解說員應能引領聆聽者

進入他們從未經歷過的新領域。」等等。無

論是那一家的說法，都可明瞭「解說」有一

定的目的、理念與規劃，並非只是口若懸河

的隨興講述。

二、	解說目的

解說目的在引起特定對象對當地環境與

資源的關注與了解，藉由欣賞與知性的了

解，提昇較高品質的遊憩體驗，並經由新的

感受與愉快的經驗產生對當地的關懷，甚至

成為行動。解說是一種教育活動，目的是藉

由實物或現場體驗來顯示義意與關係，而不

是只傳遞知識。解說技巧的運作應該朝向能

達成解說目的。

圖1：「解說」有一定的目的、理念與規劃，並非只是口
若懸河的隨興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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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說技巧的養成

（一） 解說技巧的靈魂

1. 懷抱使命感

環境保育是解說的重要目標，而環境保

育工作能持續成長，最重要的關鍵在於

能關心、參與及付諸行動。有志成為環

境解說人員，心中應保有為環境盡一份

力量的使命感，並了解自己是在做一件

值得堅持的事，而這過程中，挫折在所

難免，例如遊客不聽勸告，或國家政策

與保育理念相抵觸，或本身的專業知識

還不足夠等。但若能懷抱理想持續努力

實現，並不斷充實自我，且堅持對大自

然的喜好之心，便不致因挫折而失望，

甚至放棄理想。解說員的養成如蝴蝶的

羽化，需經歷長時間的自學與體驗，才

能從幼蟲階段成長為翩翩飛舞的彩蝶。

2. 對土地與人的關心

對土地與環境的關心，是解說之所以動

人的起點，解說員的言語（包含肢體）

會透露本身對土地的情感。一般而言，

會想成為地方解說員的人，對土地大多

懷抱著關心，但對人的主動關心，也是

解說員必需培養的條件。進行解說時，

需隨時觀察聽者的興趣何在？是否仔細

聆聽？是否對你的解說有所反應？而你

圖2：解說員的養成如蝴蝶的羽化，需經歷長時間的自學
與體驗。

又是否願意在聆聽者有疑問時耐心的說

明？若無法做到這樣的關心，就算具備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知識，也難成為

好的解說員。

試著接受不同的意見，也是解說員需具

備的心態，因為他人的想法是歲月累積

下來的，並非一次解說就能改變，若無

法接納不同的想法，企圖改變別人的想

法不成時，反而會給自己極大的挫折。

3. 深刻的自然體驗

解說員需本身下功夫深刻觀察自然，才

能對群眾做深入的解說。以地質為例，

透過本身的觀察與感知，了解某種岩石

的形成、歲月的印記、在生態環境上的

價值，並感知岩石的質地與美感 ... 如此

在向群眾解說時，才能深刻而打動人

心。若只背誦書本上的文字，不只枯燥

無法讓人體會自然本身的意涵，恐怕連

解說言語都無法順暢。

此外，解說員不能只將解說定位在記名

字，而沒有引導遊客更深入觀察生物如

何適應環境？如何與其他生物互動？向

群眾解說岩石、植物及蝴蝶時，即使能

說出幾十種名字，當聽眾離去後，這些

名字只會逐漸淡忘；但若在解說時，能

讓聽眾有所啟發，例如沈積岩形成的久

遠歲月，或海岸植物在嚴苛環境求生存

圖3：透過深刻觀察，了解岩石的形成、在生態環境上的
意義，並感知岩石的美感，解說時才能打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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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力，或為何這個地區蝴蝶種類特別

豐富？他們將記憶更深刻，甚至被啟發

自我學習的興趣。

（二） 解說技巧發揮的原則：

1. 好的解說內容，應在遊客經驗所能理解的

範圍內，與遊客產生關聯。在做解說時，

應以聽者生活體驗所及的事物來比喻，例

如，說明蝴蝶幼蟲食草時，以蠶寶寶只能

吃桑葉的概念來比喻說明何謂幼蟲食草，

及其對該種幼蟲的意義。

2. 解說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但不等同知

識。聽者可由解說學到很多知識或岩石和

各種動植物的名字，但在他們心中記憶更

深刻的，可能是對這些動植物的印象，及

大自然中各種動植物的生存之道，例如有

些海岸植物的葉子會反捲，或長得特別低

矮以保有水分，或艱難的在岩石縫隙中生

長；聽者會記得每種生物的生存都有一些

策略，而它們的生存之道也都有演化上的

意義，這些印象更能影響人們對自然界種

種生物的看法。

3. 解說的主要目標不是說明或教學，而是啟

發。研究指出，聽眾平均只會記住10%的

口語溝通內容，所以解說的目的是要激發

遊客後續的自我學習。解說是在傳遞知識

給聽者之餘，讓他們借由聆聽解說得到啟

發，進而主動親近、觀察自然。

4. 解說可以給人不同的體認，更可以打動人

心。本身在大自然中經由觀察而得來的

故事或資料，其實就是最好、最能打動人

心的解說材料，而且是第一手的解說資料

（親身的經歷或體悟，不是由資訊或他人

而來的解說內容）。

5. 解說應表達整體，而非片段。以海岸地區

為例，若只解說地質或海濱植物，遊客

的印象就只有石頭和海濱植物了。若能將

整體的環境融入解說，將氣候、地形、海

流等種種環境因素組合說明，並引申這樣

的環境因素組合才讓這類海濱植物在此出

現，最平凡常見的植物在適應的過程中都

可能有不平凡的動人故事。因此，解說需

做整體介紹，片斷的資訊需和大環境相關

連，才能啟發遊客對大環境的認識。

（三） 解說技巧運用的概念

解說技巧的運用因人而異，應與個人特

質結合，沒有任何一套解說技巧是典型而適

合所有解說人員的。然而解說技巧雖因個人

特質而有不同的表現，但專業知識是解說技

巧必要的後盾。

解說員應具備「第一手解說資料」。一

般而言，知性與感性兼具的解說內容最能動

人心，專業知識提供知性內容，個人第一手

資料則較易聯結感性訴求。就如John Muir所
言：Dry words and dry facts will not fire hearts.

解說員是導引遊客進入大自然世界最

直接的媒體，有必要訓練敏銳的觀察力，以

引領遊客聽看大自然的種種精彩。而解說員

本身的言行舉止，即是解說教育最真實的一

環，切勿在請聽者愛護花草時自己摘下一段

樹枝做解說。此外，無論你的解說技巧有多

高明，都需有接受遊客不理解或不接受你的

解說概念的心理準備，畢竟每個人的思想都

是長時間養成，但你的解說必定提供了對方

另一面向的思考。

（四） 解說規劃

雖然解說看起來像是即興發揮，但是與

大眾的接觸互動其實是需要細心規劃的。解

說員需根據已知的當地資源特色、內涵、受

保護的原因、管理目的及解說對象，建構出

具有啟、承、轉、合的解說內容架構。好的

解說必須提供愉快有趣的體驗，內容也必須

要適合遊客、關聯資源的保育，以及含括管

理層面（管理層面往往會被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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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引導解說最好能規劃解說點，以

每個點的主題串聯整體解說內容與目的。解

說過程應提供聽眾參與的機會，例如：讓他

們運用自己的感官，提供啟發他們心靈的機

會，或讓他們分享自己的知識，這都有助於

遊客的積極參與。 

好的解說規劃一定要有清楚的架構，將

資訊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現，並以有邏輯的

方式編排順序，其中需包含「認知地圖」。

認知地圖是讓遊客了解自己在這趟解說旅程

中的概況。例如：「今天的旅程，我們將沿

著海岸環狀走2公里左右，大約需1個小時時

間，沿途會看到許多壯麗的地質景觀和特殊

的海濱植物，但請走在步道上，以維護自身

的安全；路程中並沒有洗手間。」

（五） 區分解說對象

遊客是解說所面對的主要對象，遊客

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及文化背

景不同，使得解說必須有所差異，這些差異

是解說員極大的挑戰。解說員應針對不同遊

客的特性建立不同的解說層次和內容，並配

合不同興趣和年齡層的遊客，變化解說的方

法。一位有經驗的解說員，肯定累積了豐厚

的資源知識及自身觀察經驗，但我們需能

掌握遊客的特質，給予他們所需要的解說內

容，而非專注於展演自身的知識。無論是那

種類別的對象，解說員需明白，遊客期盼的

是輕鬆愉快的氣氛。

圖4：解說員可經由本身的觀察與記錄，獲得第一手解說
資料。

針對特殊的解說對象，也應有不同的考

量。面對兒童可運用感官引導觀察、思考，

但要特別注意安全；面對年長者可使其分享

本身豐富的人生經驗，並多付出關照；面對

專家學者可提供在地第一手解說資料，並向

其請教專業知識；外國遊客則可以輔以外文

的圖文資料，並善用身體語言與微笑。

解說，是一門綜合藝術，解說技巧的磨

練，是永無止盡的。無論你是屬於那種特質

的人，只要深刻瞭解所解說的事物，並對所

解說的事物懷抱熱愛，你都可能成為一位出

色的解說員。經驗會幫助你找到適合自己的

解說技巧，一般而言，對解說工作投入愈深

的人，收穫會愈大。

解說教育的目的，無非希望能達成影響

遊客認知、情感及行為的解說使命；然而能

帶給遊客知性與感性的愉悅體驗，讓遊客感

知與記憶這片土地，已是解說服務極佳的功

能。當你認真的解說，而人群中也有一對對

認真的眼睛在看著你聽著你時，相信你會愛

上解說這個工作，並深刻了解解說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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