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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者对文化体验需求增加，景点文化供给需要改革，该文基于网络文本提出旅游者文化体验度的计算
方法，对旅游者文化体验度进行研究。首先，运用Word2vec模型计算旅游者文化体验度；其次，运用

TF-IDF模型从旅游者评论文本中提取关键词，并依据审美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移情体验4个文

化体验度一级表征指标以及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环境氛围、游览等9个二级表征指标，将关键词按照

指标归类；最后，运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法对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间的相关性进行测度，并根据

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间的相关性测度结果，指出提升旅游者文化体验度的多种实现路径。该文以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背景，选取大运河沧州段21个主要文化景点，进行了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沧州段旅

游者审美体验和教育体验直接对旅游者的文化体验度提升产生影响，景点对这两种体验进行提升将有助

于旅游者获得更好的文化体验。 
 

关键词 

旅游者，文化体验，景点，大运河，沧州，分析 

 
 

Research on Tourist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Based on Network Text 
—Taking Cangzho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as an Example 

Jianing Xu, Shuo Dong*, Jingmei Xin, Jie Li, Xianju Ping 
College of Home Economic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Received: Aug. 9th, 2022; accepted: Aug. 19th, 2022; published: Aug. 30th, 2022 
 

 
 

Abstract 
Tourists’ demand for cultural experience is increasing, and the cultural supply of 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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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to be reformed. This paper proposes a calculation method of tourist’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based on network text, and researches tourists’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Firstly, the 
Word2vec model is used to calculate tourists’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Secondly, the TF-IDF 
model was used to extract keywords from tourist review texts, and the keyword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four first-level representation indicators of cultural experience, namely aesthetic 
experience,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empathic experience, and the 
nine second-level representation indicators, namely na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landscape, envi-
ronmental atmosphere and tour. Finally, the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dicators of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and ac-
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indicators of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the 
paper points out a variety of ways to improve tourists’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Based on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e construction as the background, select 21 major cultural attractions 
in Cangzhou section of Grand Canal,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ngzhou tourists aes-
thetic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experience directly affect tourists cultural experience of ascen-
sion, scenic spots of the two kinds of experience to ascend will help tourists get better cultural ex-
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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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旅游业处于供给侧转型的关键时期，旅游消费需求越来越多元，特别是在文化旅游方面，旅游

者对文化旅游品质的追求在提升。旅游产品由供给方定义已经过时，旅游产品开始转向由需求方定义，

由这些变化产生的一系列新发展要求是供给侧改革中亟待完善和解决的问题。从供给角度对文化旅游进

行改革，有助于提升旅游产品品质和文化含量，满足旅游者多重多样的文化体验需求。 
文化体验是旅游者文化旅游中重要的内容，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对景点参观、了解历史文化、体

验民俗风情和自然景观，从而对有形或无形的文化产品进行学习、探索和消费[1]。如能对旅游者在景点

的文化体验程度进行量化测度，得到旅游者文化体验度，可反映出旅游者对于景点文化体验的质量以及

景点文化旅游供给水平。 
对体验度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测度方法多是从心理学角度进行。李普男等(2011)结合无锡影视

主题公园调研数据和“期望–满足”模型，构建了涵盖文化氛围、旅游条件、服务、整体感等 8 个主因

子的指标体系，对旅游体验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计算出旅游体验度[2]；彭华明等(2015)基于用户期望

与实际感知差距的认知心理差异模型，进行用户体验度量的度量[3]。如何对体验程度进行评价和测度仍

在探讨之中。 
大运河流域内具备丰富且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要统筹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资源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指明了方向。旅游在大运河文化发扬

和传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于 8 月、12 月印发了关于文化旅游和有关大运

河旅游的意见。2021 年 8 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在国家对大运河保护和利用的新的历史机遇下，研究并推动大运河的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对旅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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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和实现文化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期国内对大运河旅游的研究以旅游者感知体验和文化旅游的开发利用现状为主[4]-[9]。现有文献中，

对大运河河北段相关研究较少，同时对景点文化供给和旅游者文化体验的相关研究有所欠缺，尤其在旅

游者对景点文化供给的体验程度方面也缺乏探讨。 
在对旅游者网络评论文本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景点官方介绍文本多是景观、历史等文化相

关内容，旅游者评论文本内容是对景点文化体验的描述。可对文化景点官方介绍文本与旅游者评论文本

进行对比，以此衡量旅游者对该景点文化的体验程度，但存在文本量较大，以及人工进行文本分析的主

观性较强的问题，因此该研究提出了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基于网络文本的文化体验度计算方法，并

选择大运河河北段主要文化景点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影响文化体验度的指标进行分析，旨在为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及大运河景点文化供给、旅游者文化体验度的提升提出建议。 

2. 研究框架 

文化体验度是旅游者对于景点所供给文化的感知程度的量化测度，用来衡量旅游者对于景点文化体

验的质量。在旅游文化体验的研究中，文化体验度可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并应用于文化体验的提升。 
该文中基于网络文本的文化体验度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将景点官方介绍文本作为景点文化供给投

射，将旅游者评论文本作为旅游者对于文化的体验感知，进行语义相似度对比，计算结果为基于网络文

本所反映出的旅游者文化体验度。对各景点旅游者评论文本提取出关键词，并在对以往相关文献研究和

文本实际体现内容的基础上，构建旅游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对关键词按照不同指标进行归类，统计各

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关键词数量。将景点文化体验度与各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关键词数量对照，分析各

指标对于文化体验度提升的相关性。根据体验表征指标相关性计算结果，分析各指标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梳理文化体验度的提升路径，可结合景点文化供给情况等分析，提出景点文化体验度提升建议。 
 

 
Figure 1. Research frame 
图 1. 研究框架 

2.1. 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 

文化体验度的测度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景点官方介绍与旅游者评论文本进行语义相似度对比，

该研究中使用 Word2vec (Word to vector，词向量)模型[10]与余弦相似度算法[11]。 
对 Word2vec 模型训练的步骤分为语料库的获取、处理和基于语料库训练模型。为保证模型训练结果

的精确度，选用相对大型的语料库进行训练，将语料库文件中的文章进行提取，并进行文本格式转换、

语种转换等处理。随后对获得的文章进行分词，进行 Word2vec 模型训练，训练好的模型保存为模型文件，

以备调用。 
调用训练好的 Word2vec 模型文件，对文本进行语义相似度对比。语义相似度对比采用余弦相似度算

法，将景点官方介绍文本与旅游者评论文本进行逐条文本语义相似度对比，因每个景点评论条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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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体验度比较时，取景点语义相似度平均值，该数值为文本的旅游者文化体验度的体现。 
语义相似度是文本中关键词间的比较，旅游者评论中所提到关键词与景点官方介绍文本中的关键词

相同或者语义越相近，对比文本的语义相似度越高，即旅游者评论文本反映出的对于景点文化供给的体

验度越高，反之，旅游者评论中未提及官方介绍中的关键词或语义不相近，对比文本的语义相似度越低，

即旅游者评论文本反映出的对于景点文化供给的体验度越低。 

2.2. 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设计与提炼 

由于文本相似度是将景点官方介绍与旅游者评论中的关键词进行相似度对比，旅游者评论文本参与

到了文本相似度计算中，从该文本中提取到的关键词和文本相似度存在联系，因此在文化体验度表征指

标中，可将关键词的数量分布情况作为旅游者体验特征进行研究。研究中的旅游者评论关键词采用

TF-IDF (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词频逆文本频率)模型进行提取[11]。 
结合文献和旅游者评论文本中文化体验的实际内容，构建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并将对旅游者评论

提取的关键词归类到指标中，同时统计各指标中关键词数量。 
研究旅游体验相关方面的文献较多，可为该研究中的旅游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国外学者 Pine B J 等(1998)将体验的划分为娱乐体验、教育体验、逃避体验和审美体验四种类型[12]，国

内学者邹统钎(2003)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在旅游体验中还应该有移情体验[13]；胡道华等(2011)从旅游者

旅游的体验过程，从景观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三个方面构建旅游者感知评价模型，并对武汉木兰

山景点进行分析[14]；任珮瑶等(2017)对云南省丽江束河古镇客栈、餐厅的游客留言文本内容进行编码，

共得到个人情感、自然环境、文化氛围等 7 个范畴[15]；王蓉等(2019)对婺源的网上旅行游记内容进行分

析编码归纳，发现婺源县乡村旅游体验包含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建筑景观、居民生活风貌等 27 个要素

指标[16]；刘海朦等(2021)基于具身理论，对中山大道历史文化区旅游网络文本进行分析，该街区旅游质

量评价纬度分为身体体验、街区特征、街区接待和环境氛围[17]；李琳等(2021)基于体验经历理论，分析

了 11 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网络游记，结果表明生态旅游旅游者理论上可获得审美、学习、娱乐、恢复、移

情体验[18]。 
旅游体验相关文献中提到娱乐、教育、逃避、审美、移情五种体验类型，通过对各景点旅游者评论

提取的关键词进行归纳，发现文化体验中包含审美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移情体验等内容，但是

逃避体验的相关内容缺乏。文献中研究者还从景观、氛围、学习、情感等方面对旅游体验评价指标进行

构建，可为旅游者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构建提供借鉴。 
对该研究中旅游者评论文本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发现关键词主要分为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

环境氛围、事物、文化、乡愁、往事、影视、诗词等与文化体验相关的描述。将旅游者评论关键词的分

类分别对应到体验类型中，最终构建的旅游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的一级指标中包含审美体验、娱乐体验、

教育体验、移情体验，二级指标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环境氛围、游览等，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representation index 
表 1. 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解析 关键词举例 

审美体验 

自然景观 非人为景观和人为景观的自然方面 荷花、风光、风景 

人文景观 融合入了人文素养的景观 古建筑、牌坊、雕塑 

环境氛围 环境景色、人文社会因素等所体现的气氛特征 古老、气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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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娱乐体验 
游览 为消遣或观光的参观 观光、游玩、灯会 

观赏演艺 观看和参与的表演活动 魔术、马戏、驯兽 

教育体验 
认知事物 对事物个别属性和特性的认识 艺术、建筑风格、技艺 

感知文化 对事物文化的感官体验 文化、历史、人文 

移情体验 
乡愁、往事等 对家乡眷恋的情感状态、过去的事情等 小时候、故乡、祖籍 

影视、诗词等 电影。电视、诗歌、著作等 电影、诗经、电视剧 

2.3. 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相关性分析 

对各景点按照文化体验度进行排名，该数据为连续变量组成的等级资料，可以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

系数来进行研究[19]。分别计算各景点一级、二级指标关键词数量与各景点文化体验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得出显著水平 p 值以及相关系数 r 值，用于反映文化体验度与各级表征指标之间、各级指标之间的相

关性。 
对指标间相关性进行判断时，首先确认指标间显著性 p 值，如 p 值小于 0.05，则指标间具有相关性，

再根据相关系数 r 值判断相关性强弱，相关系数 r 值越大，相关性越强。根据指标间的相关情况，可确定

对文化体验度提升相关的指标以及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的强弱，可确定指标的重要程度。 

2.4. 文化体验度提升路径思路 

根据旅游者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显著性与相关性计算结果，分析各表征指标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梳

理出对文化体验度进行提升的路径，可结合景点文化供给情况等分析，对该区域内景点文化体验供给进

行完善。 
各表征指标并非独立，而是可能互相影响，彼此存在一定联系。提升路径可以是灵活多角度的，文

化体验度的提升路径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直接相关提升路径。对于文化体验度具有相关性的指标，可直接提升该指标，也可对与之相关的

指标进行提升，进而影响到该指标，以此提高文化体验度：① 提升一、二级指标，直接影响文化体验度；

② 提升一、二级指标的相关指标，一、二级指标受相关指标影响得到提升，进而对文化体验度产生影响。 
2) 间接相关提升路径。如指标对文化体验度不具有相关性，可以通过指标间的相关性来间接对文化

体验度进行提升：① 提升一级指标，对与其具有相关性的一级指标产生提升，进而影响文化体验度；② 
提升一级指标，对与其相关的一级指标中具有相关性的二级指标产生提升，影响到与文化体验度相关的

一、二级指标，可对文化体验度产生影响；③ 提升二级指标，同样也会通过相关性指标间的相互作用对

文化体验度产生影响。 
在对区域文化体验进行提升时，无论是选择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的路径，都可通过指标相关性的

强弱与实际情况选择优先提升的指标。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对象与数据源 

该研究选取大运河沧州段作为研究区域，该区域是大运河河北流域内文化遗产最为集中的河段，共

有文化遗存 176 处，不仅包括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连镇谢家坝，还包括吴桥杂技、沧州铁狮子等文

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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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中采用的旅游景点数据来源于携程、马蜂窝、驴妈妈、途牛、去哪儿、猫途鹰、同程旅行、

穷游网，涵盖了国内主流旅游网站，数据截止时间 2021 年 3 月 1 日，共获取数据记录 4850 条。官方数

据来源于沧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对沧州景点相关文本进行采集后，按照沧州境内大运河流经的县域，选取县域内包括吴桥杂技大世

界、纪晓岚文化园、沧州铁狮子与旧城遗址公园在内的大运河沧州段 21 个景点，将景点官方介绍与旅游

者评论文本进行研究。 

3.2. 总体文化体验分析 

对大运河沧州段 21 个景点按照文化体验度从高到低进行排名，结果如图 2 所示，结合各景点评论数

量对该区域旅游者文化体验的情况进行分析。 
 

 
Figure 2. Comparison of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and number of comments 
图 2. 文化体验度、评论数量比较 

 
景点文化体验度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较明显，排名前三的景点分别为沧州博物馆、南皮石金刚、泊

头清真寺，说明这几处景点的旅游者对景点所供给文化的感受程度相对较高。从评论数量方面看，各个

景点评论数量相差较大，吴桥杂技大世界、沧州铁狮子与旧城遗址公园在评论数量上位居前两名，沧州

规划馆、香涛公园、沧州名人植物园、清真南大寺等景点评论数量较少，反映了旅游者的文化偏好的同

时也说明该区域景点开发的不均衡，大部分景点还没能引起旅游者足够的关注，景点知名度方面有待

提升。 
以 21 个景点各表征指标关键词数量为特征值，对旅游者景点文化体验情况进行分析。如图 3 所示，

各景点的文化体验一级指标中审美体验涉及关键词数量普遍大于其他表征指标关键词数量。旅游者在沧

州博物馆、铁钱库、沧州规划馆、清真南大寺等景点缺乏自然景观的体验，在沧州规划馆、沧州动物园、

胜利公园等景点缺乏人文景观的体验。所有景点各指标相关旅游者体验并非全面，二级指标中的观赏演

义体验只在狮城公园、沧州文庙、吴桥杂技大世界、沧州动物园中出现，该区域景点在娱乐体验供给方

面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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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ultural experience keywords quantitative heat map 
图 3. 文化体验关键词数量热力图 

3.3. 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相关性及提升路径 

对 21 个景点各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关键词数量与文化体验度进行 Spearman 等级相关系数计算，结

果如图 4、图 5 所示。对指标间相关性进行分析，观察指标间显著性 p 值、相关性 r 值，判断指标间显著

性以及相关性强弱。 
审美体验受三个二级指标影响显著，p 值小于 0.05，自然景观与审美体验的相关系数为 0.60，人文

景观与审美体验的相关系数为 0.73，环境氛围与审美体验的相关系数为 0.86，环境氛围对审美体验的提

升作用更大。二级指标之间的对比中，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分别与环境氛围的影响显示出显著性和相关

性。自然景观与环境氛围的相关系数为 0.49，人文景观与环境氛围的相关系数为 0.67，人文景观对环境

氛围的相关性较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环境氛围分别对旅游者审美体验产生影响，同时，自然景观

或人文景观的提升也可影响旅游者对环境氛围的体验，进而影响审美体验。 
娱乐体验里的二级指标中游览、观赏演艺对其影响的 p 值小于 0.05，具有显著性。游览与娱乐体验

的相关系数为 0.70，观赏演艺与娱乐体验的相关系数为 0.51。旅游者游览、演艺供给体验的增加可提高

旅游者对娱乐的体验。 
认知事物和感知文化对教育体验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性，认知事物与教育体验的相关系数为 0.82，感

知文化与教育体验的相关系数为 0.93。认知事物与感知文化的相关系数为 0.57，且影响显著。旅游者在

景点认知事物或感知文化体验的增加，教育体验会随之提升。 
乡愁、往事与影视、诗词对移情体验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1、0.64。旅游者产生的

乡愁、往事的感受和影视、诗词的联想体验的增加可使移情体验显著提升，且乡愁、往事对移情体验提

升作用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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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rmal map of significance p value of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representation index 
图 4. 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显著性 p 值热力图 

 

 
Figure 5. Thermal map of correlation r value of cultural experience degree representation index 
图 5. 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相关性 r 值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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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之间进行对比，除移情体验对审美体验、教育体验的 p 值大于 0.05，不具有显著性之外，

其他指标之间影响具有显著性。审美体验与娱乐体验的相关系数为 0.59，审美体验与教育体验的相关系

数为 0.78，娱乐体验与教育体验的相关系数为 0.49，娱乐体验与移情体验的相关系数为 0.55。审美体验

分别与娱乐体验、教育体验相关，娱乐体验分别与教育体验、移情体验相关。 
二级指标体验内容的增加，对其对应的一级指标体验内容产生提升作用，也会对其他一级指标产生

正向影响。旅游者对景点环境氛围的体验和教育体验中的认知事物、感知文化以及移情体验中的乡愁、

往事的体验相关，与感知文化的相关性最强。娱乐体验中的游览也会对环境氛围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审

美体验。景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环境氛围方面的提升，使得旅游者审美体验提升的同时，娱乐体验、

教育体验、移情体验也会受到影响随之提升，反之，这三种体验的提升，也会提升旅游者的审美体验。

另外，二级指标中的人文景观、环境氛围、感知文化对文化体验度具有相关性。 
在该区域的相关性计算结果中，一级指标与文化体验度之间对比来看，审美体验、教育体验对文化

体验度的 p 值小于 0.05，影响均显著，且相关性较大。审美体验与文化体验度的相关系数为 0.5，教育体

验与文化体验度的相关系数为 0.49。旅游者审美体验和教育体验的增加直接会对旅游者的文化体验提升

产生作用，景点对这两种体验进行提升将有助于旅游者获得更好的文化体验。对于不能够直接对文化体

验度提升产生作用的娱乐体验、移情体验，根据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对其二级指标中的游览、乡愁、往

事等进行提升，也会对审美体验、教育体验产生正向影响，进而提升文化体验度。还可以直接对二级指

标中的人文景观、环境氛围、感知文化提升，使其对文化体验度产生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该研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出了基于景点官方介绍文本与旅游者评论文本进行文化体验度计

算的方法，并对大运河沧州段 21 个主要文化景点进行研究，依据以往文献和旅游者评论文本实际内容构

建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从文本中提取关键词，并将关键词按照指标归类。对各景点按照文化体验度进

行排名，旅游者体验角度对各文化体验度表征指标与文化体验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梳理提升路径。

结果表明，该区域旅游者审美体验和教育体验对旅游者文化体验度提升具有相关性。 

4.2. 景点文化体验提升路径与供给建议 

根据对数据的分析，围绕四个一级文化体验表征指标，通过表征指标之间相关性形成景点文化体验

提升路径，并且对旅游者体验文本中反映出的供给不足的体验形式进行加强供给，对大运河沧州段景点

的文化体验供给的提升提出建议。 
1) 提升服务，完善审美体验。对于审美体验的完善，可根据相关性的强弱，依次从环境氛围、人文

景观、自然景观入手，或结合实际情况选择重点提升指标。沧州博物馆、铁钱库、清真南大寺等景点可

对自然景观风貌进行打造，沧州动物园、胜利公园等景点也要对人文景观进行提升，沧州规划馆二者都

需进行加强。景点环境氛围包括景点环境、氛围以及接待服务水平等，加强自然或人文景观可使旅游者

对景点环境、氛围的感受增强。环境氛围的提升，景点也可根据游览的娱乐体验与环境氛围的相关性，

以提升游览体验为路径增强旅游者对环境氛围体验。根据各一级指标间的相关性，审美体验的提升也可

从娱乐体验、教育体验两个方面入手。 
2) 填补不足，开发娱乐体验。对景点的娱乐体验，对当前游客体验文本中所显示的该区域内旅游者

体验中有待加强供给的观赏演艺体验。景点根据自身情况，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如吴桥

杂技节、文庙庙会等，提高景点可玩性和活动参与性，提升旅游者对文化的娱乐体验。另外，娱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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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也可以从提高游客审美、教育体验的角度进行，如景点对周边道路、景观、接待能力等环境氛

围的升级，可改善旅游者的游览体验，另外，景点对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发可更多关注可参与性、娱乐性。 
3) 挖掘文化，加强教育体验。教育体验与文化体验度提升直接相关，并且二级指标中的感知文化与

文化体验度也直接相关，可着重提升。从人文景观和环境氛围进行提升，景点可因地制宜地对文化进行

深入挖掘，进而对事物和文化全面和多角度的展示，打造人文景观和环境氛围，如纪晓岚文化园可进一

步挖掘并展示纪晓岚的文学作品及逸闻、传说，增加文创内容，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杂技技艺可对旅游者

进行体验式传播，使旅游者获得技艺、文学知识上的学习上以及历史、传统等文化熏陶，获得对景点相

关事物、文化的更多更深层次的认知与感知。 
4) 多重供给，提升移情体验。景点提升对移情体验表现出显著性的乡愁、往事以及影视、诗词体验

的供给，可通过提升旅游者对自然、人文审美体验和对事物、文化教育体验多方面体验来实现，景点在

供给中挖掘保留区域的原生、原貌，如景点对沧州承载大运河历史记忆的老街巷、老故事、老技艺进行

挖掘，并创新性的开发，营造故乡、小时候等记忆的投射，延伸旅游者文化体验的广度、深度，使旅游

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得情感转移感受。 

4.3. 讨论 

由于影响旅游者文化体验的因素较多、评价体系较复杂，基于网络文本进行文化体验度计算只能在

一定程度上对文化体验进行反映，进行旅游者文化体验研究时，还需综合其他数据与方法。 
该研究中文化体验度计算使用语义相似度方法，由于该方法不能解决一词多义以及不能区分和解决

同义词、反义词等深层次语义问题，计算结果精确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研究中可使用基于深度学习

的方法来对语义相似度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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