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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演艺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
与形成机制

———基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扎根分析

李万莲 陈晓钱 王良举

  摘要:旅游演艺是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沉浸体验是评价旅游演艺开发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只有河

南·戏剧幻城》为案例,对游客沉浸体验进行扎根分析。研究发现,旅游演艺特质和游客认同是影响游客沉浸体验

形成的主要因素;游客沉浸体验包括感官沉浸、情感沉浸和思维沉浸三个维度;旅游演艺特质是影响游客认同和游

客沉浸体验的基础,且游客认同在旅游演艺特质与游客沉浸体验之间起中介作用,促进了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

关键词:旅游演艺;沉浸体验;游客认同;扎根理论

DOI 10 13734 j cnki 1000-5315 2023 0411

收稿日期:2022-10-28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域旅游发展利益共享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AHSKF2018D13)、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旅游演艺项目游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ACYC202113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万莲,女,安徽淮南人,生态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目

的地开发与管理,E-mail liwanlian2003@163 com;

陈晓钱,女,安徽合肥人,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良举,男,安徽合肥人,经济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旅游演艺是基于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演出产业及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以旅游者为主要观众,
以地域文化为主要表现内容,在旅游城市、旅游景区内或其附近选址推出的、能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带来积极

影响的中型及大型演出活动①。在以“沉浸传播”、“体验经济”为标识的第三媒介时代,旅游演艺借助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扩展现实等技术,通过场景感营造、故事线构建、互动活动设计等,将游客带入其中,为他们创

造难以忘却的沉浸体验。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9年,旅游演艺节目台数由187台增加到340台,其中,

2019年旅游演艺票房高达68.02亿元②,成为旅游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旅游市场

受到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旅游演艺项目的投资热度依然居高不下。然而,伴随旅游演艺项目的井喷式增长,
投资盲目跟风、营收无力,产品同质化、游客体验感不足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导致多数旅游演艺项目经营惨

淡、效益不佳,以失败告终。面对旅游演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如何彰显自身特色获得游客

认同? 如何让游客沉浸其中提升体验质量? 亟待开展专门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研究支持。有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沉浸体验理论与游客认同理论,在线搜集多源文本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开展逐级编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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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剑《基于空间视角的我国旅游演艺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6页。
道略文旅产业研究院《旅游演艺市场遭受疫情冲击,上游制作方竟实现逆势增长?》,中国旅游新闻网,2021年3月4日发布,2022年10月28
日访问,http   www ctnews com cn fyly content 2021-03 04 content_98939 html。



炼影响游客沉浸体验形成的主要因素,并探究其形成的理论机制。本研究在理论方面有助于阐释旅游演艺

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机制,丰富旅游领域沉浸体验的研究成果;实践方面有望为目的地旅游演艺项目的创新

开发及运营管理优化提供思路与视角。
一 文献综述

(一)旅游演艺

学术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旅游演艺表演的关注,MacCannell最早从原真性的角度,提出

了旅游演艺是经过改造的产物,其呈现的内容存在一定的非真实性①。毕剑认为,旅游演艺在对地域文化进

行艺术加工的同时也在重构,这种新文化是一种美好的“真实”②。在项目开发与运营方面,创演团队的号召

力、演艺内容的文化性和创新性、舞台的观赏性与互动性被认为是旅游演艺产品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叶志

良提出,围绕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来进行内容开发,才可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演艺作

品③。随着旅游演艺项目数量的增加,学者们多从动机、感知与满意度等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地开展旅游演

艺游客体验的相关实证研究,且学界已经认识到演艺项目中游客沉浸体验对其满意度评价的重要性④,但仍

缺乏相关理论分析与研究以明确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机制。
(二)沉浸体验

沉浸体验是由美国心理学家Csikszentmihalyi提出的概念,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也被翻译为“心流体验”、
“畅爽体验”等,它是指人们全身心投入一项活动时的整体感觉,发生在知觉(感官)和心理(情感)两个层面。

Csikszentmihalyi概括了九个维度作为沉浸状态的特征,分别是挑战和技能平衡、行动和意识的融合、明确的

目标、即时反馈、全神贯注、控制感、自我意识的丧失、时间扭曲和内在动机⑤。但部分学者认为,在不同的体

验环境下,上述九个维度并非都是必要的⑥。可见,在沉浸体验的概念维度层面,不同学者的观点尚未达成

一致。
国内外有关游客沉浸体验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影响因素和结果两个方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研究

可分为旅游者自身因素和旅游活动特质两大类。旅游者自身因素方面,外向型人格的个体更容易经历沉浸

体验,个人经验在户外冒险旅游活动中也会正向影响游客沉浸体验的发生⑦,且旅游者对旅游活动的兴趣是

支持沉浸体验获得的关键性因素。此外,旅游者的文化背景也是影响沉浸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旅游活动

方面,身临其境和临场感的塑造会促使游客产生沉浸⑧,地方性景观以及地域文化元素会让游客对景点文化

产生认同,并令其感到快乐而沉浸其中,高度参与以及良好的群体互动会让沉浸发生的可能性更大⑨。沉浸

体验结果研究包括满意度、口碑与推荐、忠诚及重游等。
(三)游客认同

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以暂时性、异地性和流动性为特征的旅游活动,涉及

到众多的“他者”,与“他者”及“他者”的地方、文化、行为等进行接触、交流、互动,进而产生认同或排斥心理,
会对游客体验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游客认同也成为了旅游体验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旅游过程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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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在目的地所感知到的景观质量、地域文化、历史记忆①等因素都能够激发游客生成各种形式的认同,包括

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地方认同、自我认同等。同时,游客认同会带来积极效应:一方面,能够唤醒游客自身的

积极情绪,如愉悦感、幸福感、自豪感等;另一方面,会正向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驱动游客的重游倾向②,有
助于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综上可见,不同研究情境下沉浸体验的维度及影响因素各不相同,且目前旅游领域内沉浸体验的研究对

象多以户外探险、休闲运动为主,而观赏旅游演艺项目的展演类属于文化旅游体验,相对于休闲运动更具有

历史文化性及艺术性的特征,其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有待结合市场表现好的旅游演

艺项目开展游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二 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取与概况

2021年底,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凭借引领式的艺术价值获评全国首批SIT超级

沉浸旅游项目。本研究选取《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为案例地,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只有

河南·戏剧幻城》立足中原文化底蕴,借助“声光电”等数字化技术,利用21个剧场近700分钟的剧目表演,
让观众以行进式的观剧方式深度融入项目场景,有利于形成沉浸体验,故该项目在开展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

验研究方面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二是该项目的创作导演王潮歌女士作为中国文旅演艺界的先行者和实践

者,其主导创作的旅游演艺项目在业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只有》③系列在国内其他旅游目的地亦

有在演项目,项目创意开发与运营管理经验推广性较强。
(二)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Glaser等提出的一种自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常被用于探索和

归纳某一现象的影响因素。该方法是直接从实际观察出发,对质性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

编码,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概括与归纳,研究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寻找反映事物本质的核心概念,进而根

据核心概念以及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来构建相应的系统理论,最终通过饱和度检验来认证所构建的理

论模型。鉴于旅游演艺沉浸体验目前国内外尚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模型,因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

法对旅游演艺项目游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进行探索性研究。
(三)数据收集及处理

本研究利用Python软件从携程旅行网和美团网抓取关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游客在线点评作为

分析资料,主要是基于这两大网站关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在线点评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能获得比较

充足的原始数据,为后续分析提供了重要保障。具体步骤如下:(1)按照时间顺序,抓取2021年6月6日至

2022年8月31日的全部评论数据,共计4271条;(2)鉴别评论的亲历性,剔除具有广告宣传倾向的评论;
(3)剔除有重复或抄袭痕迹的评论;(4)剔除与游客沉浸体验无关的评论。经过反复阅读与慎重筛选,最终得

到887条有效评论④。从筛选后的评论数据中随机选取80%的数据,借助Nvivo11plus软件的编码功能,遵
循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对数据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进而根据概念之间的

逻辑关系构建沉浸体验的形成机制理论模型,剩余20%的数据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与完备性,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团队成员先独立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接着

再进行会议讨论,得到初始概念和范畴。在主轴式编码阶段,不断进行初始范畴和主范畴的比较,当存在争

议时会再回到资料中继续完善。在选择式编码阶段,找出尽可能完整且重要的核心范畴及其与其他主范畴

之间的联系,进而生成理论模型,并确保所有分析结论在研究团队内部形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在央视网、
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络平台收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相关评论报道以及哔哩哔哩网站中该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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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与多位嘉宾的访谈视频资料,用于三角验证。
三 扎根理论分析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原始资料逐步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①。编码的程序为贴标签-概念化-范畴化三个

步骤。为了确保编码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一方面,编码过程中尽量使用资料的原始内容作为标签,并以

此为基础发掘初始概念;另一方面,编码过程反复多次进行,不断与前次编码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形成一致的

意见与结果。本文最终在剔除出现频次小于5以及合并意义重复的概念后,根据研究主题和概念之间的语

义逻辑联系,提炼出21个初始范畴。部分开放式编码结果示例如下(见表1)。
表1 开放式编码示例

原始资料② 概念化 初始范畴

A27停车场很大,而且都是免费的,即使玩得再久也不用担心。 停车场免费 接待设施

A147工作人员很热情,有不懂的都热心回答。 态度热情 工作人员

B47剧场有些混乱,插队的、乱站挡着别人的,极其影响观剧。 剧场秩序乱 剧场管理

B2进门就是绿油油的麦田,还有园区内黄色的建筑设计,凸显了河南的地域特色。 特色景观营造 场景布置

A311整个剧场设计为李家村村落样式以及周遭荒原环境。 临场感 舞台设计

A4我坐在第一排,演员代入感太强了! 观剧位置 观看视角

A2遇到熊孩子的熊家长给孩子一直大声放手机上的动画片,彻底破坏气氛。 观众不文明行为 群体氛围

A76没台词的时候也继续着表演而不是呆呆坐着,观众看着完全不会出戏。 敬业投入 表演人员

A2被“老师”选中,被扔粉笔,被要求念诗,真的好爽。 互动性 表演形式

B9真真做到河南文化输出,一个字,绝! 文化活化 文化底蕴

  (二)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旨在对开放式编码所得初始范畴进一步归纳和重排,采用类聚分析在不同初始范畴之间建

立联系,并发展主范畴,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指向性和理论性。通过进一步分析21个初始范畴之间的相互

关系和逻辑顺序,结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归纳出演艺服务、演艺空间、演艺表演、演艺内容等10个主

范畴,各主范畴及其对应的初始范畴如表2所示。
(三)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理论构建的过程,主要任务是提炼核心范畴并利用“故事线”来分析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

的逻辑关系。通过对本研究的主范畴及原始资料反复对比与思考,发现主轴式编码得到的所有主范畴均代

表不同的特征,缺少任何一项都无法概括原始资料的所有内容。最终本研究将“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验的影

响因素与形成机制”作为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故事线可概括为:旅游演艺特质和游客认同是影响旅游

演艺游客沉浸体验的主要因素。其中,旅游演艺特质是情境客观因素,涵盖演艺服务、演艺空间、演艺表演、
演艺内容四个主范畴。作为体验对象,它是游客沉浸体验生成的基础前提。游客认同是个体主观因素,涵盖

景观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三个主范畴,旅游演艺特质除了直接作用于沉浸体验之外,还会刺激游客认

同,游客认同进一步促进沉浸体验生成。
(四)理论饱和度和信效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决定是否停止样本采集的一个标准,用于验证模型合理性,当资料无法产生新范畴的

时候,说明模型处于饱和状态。本研究运用保留的20%评论文本数据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的数据资料并未重复出现新的范畴与关系,说明本研究采集的样本符合要求,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已达到

饱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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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后的游客在线评论信息可被视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文本内容,是游客真实体验的表达,具有良好的内

在信度①。同时,本研究资料收集对象覆盖广泛,不仅涉及游客本人的游后评论,还采用权威媒体的官方报

道以及导演与多位嘉宾的访谈资料进行三角互证,各个渠道的信息相互补充和检验,有效提高了研究效度。
表2 主轴式编码结果

类别 主范畴 初始范畴 范畴内涵

旅游演艺特质

演艺服务

接待设施 景区的接待设施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

工作人员 景区的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周到

剧场管理 剧场的管理井然有序

演艺空间

场景布置 场景布置蕴含地域元素,既有情怀又有惊喜

舞台设计 舞美灯光音效的运用

观看视角 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舞台表演

群体氛围 在场其他观众的行为会影响观众的状态

演艺表演

表演人员 表演人员敬业投入且演技很棒

表演形式 以互动的形式让观众参与进来

趣味艺术 表演既有趣味能够让观众感兴趣,又有艺术鉴赏的美感

演艺内容

文化底蕴 演艺的内容深入挖掘地域特色历史文化

剧情编排 各个剧场剧情紧密关联,又各有特色

主题性 演艺的内容始终围绕景区特定的主题

思想内涵 演艺的内容会引起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深思

游客认同

景观认同 景观优美 游客认同景区的景观很美、拍照好看

身份认同 身份确认 游客认同自身的社会身份

文化认同 地域文化 游客对地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产生认同

沉浸体验

感官沉浸 视听震撼 游客在多维感官上受到震撼

情感沉浸
情感共鸣 表演让游客产生共鸣并流露真情

骄傲自豪 景区内文化符号的象征让游客感到骄傲自豪

思维沉浸 反思自省 游客深层次地对自我及人生等产生进一步认识

  四 研究结果分析

(一)影响因素

1.旅游演艺特质

旅游演艺特质(演艺服务、演艺空间、演艺表演和演艺内容)是游客生成沉浸体验的基础前提。其中,演
艺服务为旅游演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让游客可以全身心投入剧目观赏中,具体服务包括接待设

施、工作人员和剧场管理三个维度。演艺空间营造了旅游环境中不同惯常的特殊氛围,使得观众与场景融为

一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②,具体包括场景布置、舞台设计、观看视角和群体氛围四个维度,它是游客形成

感官沉浸的关键因素。演艺表演是游客在旅游演艺类目的地的主要欣赏对象③,具体包括表演人员、表演形

式和趣味艺术三个维度。表演人员用精湛的演技,借助互动等形式,将观众带入情境。演艺表演是游客形成

情感沉浸的关键因素。演艺内容是旅游演艺产品的灵魂,具体包括历史文化、剧情编排、主题性和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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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维度。有吸引力的内容才能让游客前往观赏,有内涵的故事才可以让游客引发深思。演艺内容是游客

形成思维沉浸的关键因素。

2.游客认同

旅游演艺项目的展演过程获得游客认同(景观认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会促进游客生成沉浸体验。
游客在猎奇新景观、凝视异文化时,会通过感知和理解所遇见的人、事、物等,生成各种形式的认同。其中,景
观认同普遍被定义为“主体察觉到景观的独特性”。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游客在接收到景观的独特美学信息

时,会快速调动多维感官进行感知并形成浅层次的感官沉浸①。从符号表征的角度来看,游客在解读具有地

域文化特色的景观符号意义时,会唤醒历史文化记忆进而生成情感沉浸和思维沉浸。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在

集体中对自我身份的确定。旅游演艺通过塑造特定的文化景观和环境氛围,会强化游客对自我文化身份的

确认②,进一步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文化认同指的是游客对目的地所展示的文化价值的理解和

认可。旅游演艺通过叙事化的表演形式来拉近游客与历史事件、民族文化的距离和联系③,并在由文化符号

系统组成的特定场域里,引导游客主动探索中华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激发游客对中华文化价值观

的深度思考。
(二)形成机制分析

旅游演艺特质和游客认同是影响游客沉浸体验的主要因素,具体可归纳为旅游演艺特质对游客沉浸体

验的基础支撑作用以及游客认同对游客沉浸体验的中介促进作用。

1.旅游演艺特质对游客沉浸体验的基础支撑作用

旅游演艺是旅游目的地在特定的空间中为游客提供的文化观赏、参与和体验的展演活动④,其自身特质

决定了旅游吸引力,也是游客产生沉浸体验的重要前提。具体来说,其一,面面俱到的服务让游客在陌生的

环境下放松自我,专注体验内容。例如,“全程都有景区引导人员帮忙指路,态度特别好”(A17)。其二,精美

的空间设计让游客在感官上产生刺激,印象深刻。例如,“回家的路上脑海里回忆的还是当天的剧情和场景”
(A205)。其三,专业的表演将游客带入情境与演员共情。例如,“果然是沉浸式的体验,演员就在我面前,没
麦没音响,声情并茂”(A80)。其四,幻城深入挖掘河南的历史文化,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延伸故事的思想内

涵,让游客在有所闻后有所想。例如,“在里面我看到了1942年的河南,体会到当时年代的艰苦与不容易,更
加珍惜今天的生活”(A201)。

2.游客认同对游客沉浸体验的中介促进作用

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学者多倾向于从“主体性”出发构建理论,而游客认同恰恰是表征“主体性”的一个

基本维度⑤,二者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在本研究中,旅游演艺特质会刺激游客认同,而游客认同会进一步促

进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具体来说,其一,幻城借助独特的地域元素进行景观布置,打开游客的审美阈限并

使其产生认同。例如,“建筑真的有着独特的美感,天气晴好,随手一拍就是大片”(A126)。游客的景观认同

会进一步促进沉浸体验的生成。例如,“给我的感受是建筑外观仿佛看到3600年前的商代故城,三百多米的

夯土墙,用古老高明的筑墙工艺,很是震撼”(A52)。其二,幻城里的建筑细节(如“地名墙”)、故事情节(如
“饥荒”)等所承载的族群记忆,能够使游客切实感受到集体归属感,刺激其产生身份认同。例如,“走进园区

大门感到特别的震撼,映入眼帘的麦田,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商丘”(A51)。游客的身份认同会进一步促

进沉浸体验的生成。例如,“看了火车站剧场和李家村剧场,感受到了身为河南人的骄傲,感动得哭得稀里哗

啦”(A117)。其三,幻城的故事从夏商贯穿至今,引导游客在尽是河南意象的空间里探索河南这片土地的文

化精神,创造并巩固文化认同。例如,“看到这片麦田,就知道为什么河南人爱吃面,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A106)。游客的文化认同会进一步促进沉浸体验的生成。例如,“准确地说是一个艺术文化的欣赏地,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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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些精神上的不同感触”(A16)。
(三)沉浸体验

借鉴已有沉浸体验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旅游演艺传播文化的独特性①,本文在对原始资料编码分析的基

础上,将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验解构为感官沉浸、情感沉浸和思维沉浸3个维度。具体而言,感官在旅游体

验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触发作用,它是旅游体验过程中的第一物质通道②,强烈的感官体验会进入长期记

忆系统,促使游客形成难忘的回忆。在旅游演艺项目展演情境中,当游客浸入旅游演艺项目的剧情脉络时,
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对演艺描述的故事场景产生近乎真实的心理表象,随着剧情脉络的发展体验到强

烈的情感反应。当表演结束后,游客通过认同表演艺术中的情感与价值,获得深刻的触动与感染,并对现实

生活中的自我进行思考反省,从而收获更深层次的思维沉浸体验。
五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探索性地分析构建了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验形成机制概念的理论模型,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验包括感官沉浸、情感沉浸和思维沉浸三个维度。旅游演艺借助景观设计以

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形成感官刺激;并利用互动式的表演模糊表演区和观赏区之间的界线,拉近心理距离,让
游客浸入旅游演艺中的故事和人物角色,产生高度共鸣和深度共情;随着演艺表演的推进,游客会对故事内

容进行自我理解和分析,由此引发基于故事内涵的思维沉浸体验。过往学界和业界对沉浸体验的理解大多

是基于感官刺激和情感投入,相对忽视了游客对旅游演艺产品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对自我的反思。本文基于

评论资料和三级编码将其凝练为“思维沉浸”,这一维度的提出进一步揭示了游客沉浸体验的内涵,为开展游

客沉浸体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第二,旅游演艺特质(演艺服务、演艺空间、演艺表演和演艺内容)和游客认同(景观认同、身份认同和文

化认同)是影响游客沉浸体验的主要因素。其中,旅游演艺特质是情境客观因素,游客认同是个人主观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体验景观是影响游客沉浸体验的重要因素,包括物理环境、体验产品、服务人员和其他游客

等,这与本文得出的“旅游演艺特质”维度的主要内涵相似。除此之外,本文还认为游客认同会影响沉浸体验

的生成,这主要是因为认同能够唤醒积极情绪让游客更容易沉浸其中。对于游客认同的分析,充实了现有文

献对文化旅游类产品中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机理研究。
第三,旅游演艺特质是游客沉浸体验的基础前提,游客认同是游客沉浸体验的重要驱动力。旅游演艺以

主题叙事为方式,以沉浸式视听为效果,提供给游客直接的感官体验、间接的情感体验和内省的思维体验。
此外,在不同于日常环境的场域下,旅游演艺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丰富的文化内涵、多样的文化形式、深刻

的人文情怀,让游客对目的地以及自我身份产生感知和认同,进而从浅层次的视听感受升华为深层次的心灵

触动和反思自省,推动其形成难忘的沉浸体验。
(二)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对目的地旅游演艺项目的开发与管理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精心布设场景空间,营造沉浸氛围。重视剧场看台的设计,合理安排场地梯度和座位布局,尽可能

优化游客的观看视角,并对不同观看效果的席位设定合理的差价。同时,加强游客管理,及时制止不文明行

为,避免影响同场其他游客的体验。
第二,创新表演形式,促进游客参与。体验经济时代,游客追求“共创性体验”,其核心就是游客参与。旅

游演艺还需利用全新科技与创意进行深度融合,培育出更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第三,凝练特色文化,激发游客认同。文化旅游是以文化过程或文化性作为旅游吸引物,旅游演艺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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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元素并适当融入创新元素,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满足现代游客求新求异的

需求,进而刺激游客认同带来高质量的体验。
第四,提高服务质量,优化现场管理。如,增加景区内的智能化设施以提高旅游便利性;定期进行员工培

训,提升与游客互动的技能;推行门票预约制度,通过移动设备在线显示游客的密集分布情况以实施分流来

避免拥堵,进而提高游客舒适度。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未来需进一步完善与补充。第一,本研究是对单一案例进行探索性研究,
尚未采用多案例进行验证与补充,考虑到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可拓展到多案例研究,进一步深化理论贡

献。第二,基于网络文本的扎根研究虽然有助于发现新的理论,但在信效度等方面仍需完善,后续将对各个

范畴进一步概念化和操作化,可考虑利用现场问卷调查等方法,经由实证数据检验以便进一步探索旅游演艺

游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

FactorsandMechanismsofImmersiveExperienceinTourismPerforming
Arts AGroundedAnalysisofUniqueHenan LandofDramas

LiWanlian ChenXiaoqian WangLiangju
CollegeofBusinessAdministration Anhu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 Bengbu Anhui233000 China

Abstract Tourismperformingartsareanessentialcarrierof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cultureand
tourism Immersiveexperienceisanimportantfactorinevaluatingthequalityoftourismperformingarts
development UsingthecaseofUniqueHenan LandofDramas thisstudyconductsagroundanalysisof
touristsimmersiveexperience Theresultsshowthatthecharacteristicsoftourismperformingartsand
touristsidentificationare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formationofimmersiveexperience Touristsim-
mersiveexperiencecomprisesthreedimensions sensoryimmersion emotionalimmersion andcognitive
immersion Thecharacteristicsoftourismperformingartsserveasthefoundationfortouristsidentifica-
tionandimmersiveexperience Touristsidentificationplaysamediatingrolebetweenthecharacteristics
oftourismperformingartsandtouristsimmersiveexperience promotingtheformationofimmersiveex-
perience 
Keywords tourismperformingarts immersiveexperience touristsidentification grounded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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