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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与创新:
● 构建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质量评价体系,分析各维度具体内涵

● 游客在产品感知中收获心流体验与意义体验,演艺节奏发挥催化剂作用

● 以动觉为主导的躯体觉体验更易激发游客的主观能动性

● 体验情境包括旅游氛围情境、行为情境和社交情境

　 　 【摘　 　 要】近年来沉浸式旅游演艺发展势如燎原,相关学术研究却较为滞后,与现实发展不相匹配。 除

此之外,以互动性和参与性为特点的沉浸式旅游演艺,其具身性是影响游客在地体验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具体

维度也需进一步探究。 因此,本研究以具身理论为指导,通过游客身体、感知和情境因素构建沉浸式旅游演艺

体验质量评价;以网络评价为分析文本,利用内容分析法和 IPA 分析法,对沉浸式旅游演艺进行综合评价。 研

究发现:游客对旅游体验质量较为满意;游客对具身参与和体验情境维度的评价较好,而对产品感知和服务感

知的评价处于一般水平;IPA 分析结果显示演艺内容要素处于重点改进区。 本研究拓展了旅游体验质量的研

究视角,丰富了具身体验的研究情境,并为沉浸式旅游演艺的品质升级和竞争力提升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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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旅游演艺作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代

表,有利于丰富目的地文化内涵,打造城市新名片,
为旅游消费注入新活力。 旅游演艺在迭代升级中不
断创新表演模式和观演方式,形成了镜框式、实景类
及沉浸式演出 3 个层次,三者在递进式发展中相互
融合。 沉浸式旅游演艺根源于英国的浸没式戏剧
(immersive theatre),主要有 3 个特点:第一,演出和
观赏过程具备空间流动性,根据剧情需要实现表演
场所的转换,演员以流水线形式演出,游客行进式观
看;第二,游客深度参与演出,作为“表演者”与演员
交互共同推动剧情发展;第三,演出无主舞台或固定
观演区(毕剑,2019)。 现阶段我国沉浸式演艺作品
存在口碑不一、市场认可度较低、内容空洞等问题
(施思、黄晓波、张梦,2021)。 有学者指出,旅游体验

质量对于游客忠诚度、推荐意愿及旅游地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影响(Murphy,1995)。 如何提高游客体
验质量是体验经济时代下的焦点议题,建立科学的
旅游体验质量评价体系对于沉浸式旅游演艺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体验直观体现游客现时的、在场的忘我状
态,表现为游客个体的情感积累,对游客累计情感价
值的核算是体验质量评价的难点(孙小龙、林璧属、
郜捷,2018)。 对此,国外学者多借鉴服务营销领域
的成熟模型,以畅爽理论、期望感知绩效差异理论来
指导游客体验质量评价 ( Grönroos, 1984; Fornell,
Johnson & Anderson,et al. ,1996);国内学者谢彦君提
出“挑战 - 技能”模型,该模型将个体所拥有的技能
水平与旅游活动挑战水平所达到的平衡状态界定为
“一般满足线”,可以作为衡量旅游体验质量相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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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参考依据(谢彦君、吴凯,2000)。 综上,现有文
献对体验质量的测量多强调心理感受,或以满意度
作为测量出口,而忽略了身体的重要作用。 身体不
仅是心智发生的场所,还是人类体验的中心,身体将
个体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结,是旅游体验赖以产生的
媒介和旅游世界的定位场所 (樊友猛、谢彦君,
2019)。 沉浸式旅游演艺强调主客间的互动性与参
与感,强化了身体在空间中发挥的作用,其具身因素
更需要被关注(徐祖莺,2020)。 目前学界对具身理
论在沉浸式旅游演艺中的应用作出了一些有益探
索,内容指向具身体验对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以及
各体验维度之间的时间线性关系,但对游客体验质
量产生重要影响的产品、服务及旅游情境等因素的
具体内涵尚不明晰,尤其与身体有关的具身性因素
的具体维度需进一步探究。 同时,单案例研究对象
具有一定模式、类型和适用度的局限性,在理论提炼
和实践指导方面有待深化。 基于此,本文以旅游体
验研究中的具身理论框架为指导,从多维度构建沉
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质量评价体系,将在线旅游网站
中多个演艺项目的网络评论作为数据来源,通过内
容分析法提取产品、服务等各维度的体验要素,对沉
浸式演艺作品进行综合评价,尝试拓展旅游体验质
量的研究视角,丰富具身体验的研究情境,并为沉浸
式旅游演艺的品质升级和竞争力提升提出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具身理论是在“身心二元论”的理解困境背景下

逐渐兴起的,其哲学渊源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
提出的“存在论”和法国哲学家梅洛 - 庞蒂所提出的
“身体 - 主体论”(叶浩生,2011)。 该理论将人类心
智、身体及情境都考虑在内,即“心”根植于“身”,人
的心智受到身体的生物条件的限制作用,身体与环
境的互动总是发生在外部情境,心智不能和身体与
物理、社会环境间的互动方式相分离,三者在认知与
存在的循环过程中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李恒
威,2010)。 具身理论重新定义了“身心”关系,强调
“身心一体”,指出身体对人类心智的形成具有本质
性影响(Palmquist,2010),身体的位置、姿势、神经以
及感官系统等生理属性是人类“体验”形成的基础条
件(Gibbs,Costa Lima & Francozo,2004),这为打开身
体与体验的互动关系黑箱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参考,
创新了旅游体验的理论研究视角。

具身理论涉及多个学科范畴,在心理学、教育学
等领域都有应用。 20 世纪 90 年代,芬兰学者 Veijola
和 Jokinen(1994)开始关注旅游研究中的具身性特
征,批判了旅游研究中身体的缺席并提出“情境性的
注释”(situation exegesis),而游客的身体(body)及具

身性(embodiment)日益为国内外旅游学界所关注。
国际学者对于“身体”在旅游中发挥作用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主要关注生理性身体,包括
多感官体验和躯体运动觉体验。 例如,海边度假的
游客获得愉悦感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动手建造沙堡的
触觉表演(Obrador - Pons,2009);对身体位置和姿势
感知的本体感觉、对身体移动的肌肉动觉体验以及
多感官知觉一起构成了旅游舞台化中的“身体 - 空
间”维度的基础(Chronis,2015);Yin、Huang 和 Wang
(2023)将具身参与作为难忘旅游体验的前提,发现
身心参与对认知和情感有积极影响,且游客互动在
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其二主要关注社会性身
体,研究对象聚焦于视障游客、老年游客等群体,分
析“残障”“性别” “年龄”等身体特征的差异对旅游
体验产生的影响 ( Pritchard, Morgan & Ateljevic, et
al. ,2007;Small,Darcy & Packer,2012)。 我国相关研
究起步较晚,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具身理论为
指导,聚焦于不同类型旅游体验的生成模型,包括徒
步旅游、工业旅游以及西藏旅游情感体验实现路径
和具身旅游体验的方式(谢彦君、樊友猛,2017;谢彦
君、胡迎春、王丹平,2018;马天、谢彦君,2020)。 通
过回顾文献可以发现,具身体验的研究内容从旅游
体验中最基本的视觉特性,发展到重视多感官体验,
再到回归身体的主体性。 研究对象上既包括健康游
客,也注意到身体存在障碍的游客。 身体的参与度和
本体感觉都会影响游客的体验质量,但目前这些具身
性因素在研究中受重视程度不足,身体的整体性及其
与情境的互动关系成为后续研究旅游体验的关键。

目前学界关于沉浸式旅游演艺的研究仍处于理
论探索阶段。 国内学者一方面从供给侧角度梳理沉
浸式旅游演艺现状、未来趋势及发展思路,并对产品
质量的提升提出政策建议(鞠小琦,2022;赵春莲、柳
红波,2022);另一方面聚焦在需求侧,关注游客沉浸
体验的生成与影响因素(孟凡,2020;金丽娇,2023)。
国外学者一般用“ immersive performing art”来表示沉
浸式旅游演艺,认为互动是沉浸式旅游演艺区别于
传统演艺的关键,考察了游客体验的影响因素,包括
环境氛围、叙事方法以及亲密互动等方面(Carlson,
2012;Howson - Griffiths,2020)。 研究方法上,国内外
都主要使用文本分析法、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研究内
容上涉及游客体验与产品质量提升,关注身体主动
参与的积极作用。 目前学界对沉浸式旅游演艺的内
涵建构与发展特征并未形成共识,与之有关的研究
问题也并不深入,对实践难以产生指导作用。

部分学者将具身理论应用到旅游演艺情境中,
对其体验特性进行分析并探讨对游客口碑、满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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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意向的影响(施思、黄晓波、张梦,2021;Wu,Zhang
& Shi,2022);还有学者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建立沉浸式
旅游演艺游客体验模型,按照线性时间顺序对各体验
维度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徐祖莺,2020)。 因此本研
究以具身理论为指导,分析游客体验共有特性,为其
他沉浸式旅游演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二、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质量评价
1. 研究数据

沉浸式旅游演艺强调互动性与参与感,是具身
理论的最佳适用场景。 本研究参照毕剑等学者(毕
剑、贾苏萍、周成,2022)对沉浸式旅游演艺内涵的定
义,选取我国《又见平遥》等 10 项具有代表性的演艺
项目作为沉浸式演艺的样本。 样本根据场景体验分
为主打剧情和主打科技两大类,前者以剧情为基础、
以沉浸式戏剧为代表,如《成都偷心》 《再回延安》
等,后者注重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强调身体体验,如
《狐妖小红娘》 《江清月近人》等,既涵盖了驻场、观
演互动以及行进式等特点,又包含室内外等不同的
空间类型,兼具普适性与特殊性。

调查内容基于网络文本。 由于网络文本内容丰
富,能够真实反映游客个人情感与游览感受,网络文
本研究已成为研究旅游体验的重要手段 (郎朗,
2018)。 本文选取携程旅行、美团网及马蜂窝网等在
线旅游平台网站为数据来源,以“演艺名称”或“演
艺名称 + 游记”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选取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评论数据,同时人工

对疑似虚假或内容欠缺的存疑文本进行处理,全程
遵循以下原则:(1)删除缺乏情感的线路行程安排、
演艺内容概括介绍类宣传文本;(2)删除不包含实际
体验过程只进行讴歌赞美的文本;(3)合并重复或相
似度高的游记及评论;(4)尽量保留游玩过程记录完
整、游客对目的地评价真实的文本。 通过两位研究
人员(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对文本进行处理,
共获得有效评论 1329 条 180538 字。

2. 指标体系

吴俊等学者通过总结具身理论的哲学基础、基
本思想以及该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成果,提出了
旅游体验研究的具身理论框架,指出游客的身体、感
知以及情境都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且三者与游客
体验之间相互作用,处于一个反馈动态性的复杂系
统中(吴俊、唐代剑,2018)。

本文以旅游具身研究框架为基础,结合旅游演艺
体验质量,进一步将感知因素分为产品感知和服务感
知(赵慧,2019),最终选取产品感知、服务感知、具身
参与、体验情境 4 个维度作为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质
量评价的一级指标。 将网络游记及评论作为数据来
源进行文本分析,从两位研究人员逐篇阅读筛选后的
文本,提取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要素进行解读和分
类,独立完成编码后进行讨论协商,提取出 15 个影响
因子,归为上述 4 个维度,并以此为基础,最终建立包
括 4 个一级指标、15 个二级指标的沉浸式旅游演艺体
验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指标解释

产品感知

演艺节奏 对表演整体节奏把控、场景衔接、转场体验的感知

演艺内容 对故事情节、文化元素、地方元素的感知

演艺团队 对演艺人员专业素养及获得的审美体验等方面的感知

演艺形式 对舞台设计、走动式观看的观影方式、新颖的表演方式等方面的感知

服务感知

服务设施 观演座位等为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提供便利的相关配套设施

服务引导 进退场管理以及观演过程中对场景和空间的引导等服务

购票服务 对购票便利性的感知

员工服务 对员工服务态度、服务是否周到的感知

具身参与

代入感 游客观看演艺获得身临其境体验的程度

感官体验 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方面感知获得的体验

观演互动 通过与演员互动所获得的体验

身体感 对身体移动以及状态的感知,包括疲惫感、放松感、新奇感等方面

体验情境

同游者氛围 对同伴或同场观众行为、数量的感知,比如秩序感、热闹等方面

物理情境 对于装修风格、道具设施、周边环境等方面的感知

意境氛围 对人文氛围、体现演艺特色的氛围感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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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研究方法

(1)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文本等定性内容进行客

观、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Krippendorff,1980)。 两位
研究人员分别根据编码内容的语义、情感及态度倾
向对游客文本进行评分(P 值),最高分为 5 分,最低
分为 1 分,如得分出现差异则由第三位研究人员进
行判定,量化依据见表 2(刘海朦、胡静、贾垚焱等,
2021)。 基于此,利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
(王富喜、毛爱华、李赫龙等,2013),在确定指标权重
和指标赋值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加权函数法对每个
样本的旅游体验质量(Yi)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取值
范围为 1 ~ 5 分,其计算公式为:

Yi = ∑15
j = 1Xij∗Wj

式中,Yi为沉浸式旅游演艺 i 的旅游体验质量,
Wj为二级指标 Xij的权重,Xij为第 i 个演艺项目第 j
个指标的绩效(肖妮、黄悦、刘继生,2019)。

表 2 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要素量化依据

量化依据 分值

文中有“非常 / 很 / 挺 / 太”等程度副词同时包含积极情

绪的词语
5

文中有“比较 / 还”等程度副词同时包含积极情绪的

词语
4

文中没有明显情感态度,对旅游体验进行客观描述 3

文中有“比较 / 有点”等程度副词同时包含消极情绪的

词语
2

文中有“非常 / 很 / 挺 / 太”等程度副词同时包含消极情

绪的词语
1

　 　 (2)IPA 分析
IPA 分析法( 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也

叫“重要性 - 绩效表现”分析法,即对影响游客体验
各要素的重要性感知与实际表现程度进行综合评
价,以此确定优势和劣势要素,通过形象直观的数据
为经营者提供相应的决策和建议(李永乐、陈霏、华
桂宏,2021)。 以重要性为 X 轴,实际表现程度为 Y
轴,二者均值作切割点划分为 4 个区域,重要性指标
I 体现游客对要素的关注程度,以旅游体验要素出现
的频率来衡量,即 In = (文本中要素 n 出现的频次 /
文本总量) × 100% ,表现性指标 P 为游客对各要素
的评分。

三、数据分析及结果
1. 旅游体验质量得分分析

国内部分沉浸式旅游演艺活动各维度的旅游体

验质量得分如表 3 所示。 参照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将旅
游体验质量划分为 A(4. 001 ~ 5. 000 分)、B(3. 001 ~
4. 000 分)、C(2. 001 ~ 3. 000 分)、D(1. 001 ~ 2. 000
分)、E(0 ~ 1. 000 分)5 个等级,分别对应“非常满
意”“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
意”。 总体来看,均值为 3. 377,等级为 B,旅游体验
质量为比较满意,说明目前沉浸式旅游演艺总体水
平尚可。 其中,等级为 A(非常满意)的演艺项目有 0
个,等级为 B(比较满意)的有 8 个,等级为 C(一般)
的有 2 个,没有等级为 D(比较不满意)和 E(非常不
满意)的演艺项目。

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质量研究框架如第 78 页
图 1 所示。 产品感知是游客对旅游演艺进行识别和
区分的关键(焦世泰,2013)。 一方面,游客通过对演
艺团队和演艺形式等情境的感知获得心流体验,即
失去自我意识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游客将演艺内
容与自身进行联结形成意义体验,是一种有意识的
自我思考,如对地方文化的认知与对人性的反思,演
艺节奏在二者之间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意义体验超
越特定时刻的暂时沉浸,相比心流体验能带来持续
的满足感(施思、黄晓波、张梦,2021)。 产品感知维
度得分为 3. 498,在 4 个维度中位居第三,说明旅游
演艺产品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从具体指标来看,
演艺团队和演艺形式得分较高,游客从中获得了良
好的心流体验,能够暂时忘记压力,专注演艺本身;
演艺节奏在所有指标中得分最低,游客在走动式观
看过程中频繁转换新的场景,匆忙的赶场体验限制
了其促进意义体验生成的催化作用;演艺内容得分
略低于均值,意义体验欠佳,对于故事内涵的挖掘、
地方元素和文化元素的运用仍有待改善,难以使游
客产生共鸣,未能有效激发个体自我意识从而与自
身形成联结而带来持久满足感。

服务感知能够反映旅游演艺的接待水平,是保
障游客开展旅游活动的基础(刘好强,2014),包括提
供便利的服务设施、转场时的服务引导、购票服务以
及员工服务等指标。 其中,良好的服务引导能够减
轻游客的迷茫感,便捷的服务设施可以缓解游客疲
惫感,有利于游客全身心地投入到旅游演艺中,促进
其沉浸体验的生成。 服务感知各维度均值得分为
3. 097,在 4 个维度中得分最低,说明演艺项目为游
客提供的各项服务处于一般水平。 具体来看,服务
引导得分偏低,主要由于游客在转场过程中并未获
得良好的指引而产生迷茫感,其余 3 个指标也都低
于均值,由此可知演艺项目需要在观演座位等基础
设施、取票便利性、员工培训等方面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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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国内部分沉浸式旅游演艺活动各维度体验质量得分

维度

(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国内部分沉浸式旅游演艺活动

成都偷心

(31 条)

狐妖

小红娘

(33 条)

江清

月近人

(48 条)

梦入避

暑山庄

(112 条)

滕王宴乐

(54 条)

寻梦

龙虎山

(102 条)

又见平遥

(366 条)
再回延安

(33 条)
知音号

(266 条)
只有河南

(284 条)

各指标

均值

各维度

均值

产品感知

(0. 2377)

演艺节奏

(0. 1099)
3. 333 2. 000 3. 667 2. 333 1. 400 2. 000 1. 667 4. 000 1. 750 2. 000 2. 415

演艺内容

(0. 0473)
3. 273 4. 125 3. 909 4. 320 2. 000 2. 857 3. 415 4. 000 2. 848 3. 928 3. 468

演艺团队

(0. 0408)
4. 000 4. 000 4. 667 5. 000 3. 000 4. 833 4. 130 5. 000 4. 727 4. 714 4. 407

演艺形式

(0. 0397)
3. 375 3. 710 4. 083 4. 286 2. 750 3. 727 3. 954 3. 670 3. 650 3. 800 3. 701

3. 498

服务感知

(0. 2462)

服务设施

(0. 0610)
4. 250 3. 083 3. 000 4. 000 2. 000 2. 500 3. 083 3. 000 2. 833 4. 114 3. 186

服务引导

(0. 0494)
3. 000 3. 000 3. 750 3. 000 2. 000 2. 875 1. 500 3. 000 2. 321 2. 909 2. 736

购票服务

(0. 0662)
3. 000 3. 000 3. 000 5. 000 1. 000 3. 421 2. 842 5. 000 2. 174 1. 600 3. 004

员工服务

(0. 0696)
1. 500 3. 000 5. 000 5. 000 1. 000 4. 500 2. 200 5. 000 2. 857 4. 564 3. 462

3. 097

具身参与

(0. 2921)

代入感

(0. 0865)
3. 875 4. 143 4. 211 4. 333 4. 500 4. 444 4. 186 4. 000 3. 848 4. 643 4. 218

感官体验

(0. 0459)
3. 571 4. 412 4. 188 4. 611 2. 933 4. 489 3. 542 4. 250 3. 900 4. 188 4. 008

观演互动

(0. 0809)
4. 143 3. 667 3. 625 4. 667 4. 250 3. 000 3. 958 4. 000 3. 000 4. 500 3. 881

身体感

(0. 0788)
3. 150 2. 500 4. 222 3. 000 2. 857 4. 200 2. 227 3. 000 3. 118 2. 750 3. 102

3. 803

体验情境

(0. 2238)

同游者氛围

(0. 1057)
2. 667 3. 000 3. 200 3. 000 2. 000 1. 857 1. 929 3. 000 2. 862 2. 000 2. 551

物理情境

(0. 0414)
4. 000 4. 385 4. 333 4. 417 3. 000 4. 333 3. 714 3. 667 3. 955 4. 419 4. 022

意境氛围

(0. 0767)
3. 750 4. 500 4. 000 5. 000 3. 000 4. 200 4. 250 3. 000 4. 290 4. 167 4. 016

3. 530

综合体验质量得分 3. 346 3. 367 3. 862 3. 990 2. 495 3. 396 2. 978 3. 789 3. 091 3. 455 均值 3. 377

　 　 具身参与是游客经由自我身体与旅游世界发生
交互从而获得存在意义的过程(樊友猛,2020),包括
观演互动和身体感构成的躯体觉体验、多感官体验

以及代入感。 多感官体验中,除了视觉体验外,游客
还会通过聆听主题曲,感受微风拂面,从而获得来自
听觉和触觉的多感官刺激。 多感官体验是以视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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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质量研究框架

主导被动使用身体,而躯体觉则是以动觉为主导主
动使用身体,后者更容易激发游客的主观能动性,使
游客获得更为深刻的体验。 观看过程中,游客逐渐
融入表演情境中,成为其中一部分,从而产生“身”临
其境的代入感。 具身参与得分为 3. 803,在 4 个维度
中最高,说明游客在观看演艺过程中能够充分调动

身体的参与。 从各指标来看,代入感得分较高,说明
游客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演艺中,达到畅爽的忘我状

态,获得如同“穿越般”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官体验表
现优于观演互动要素,说明游客在观看演艺过程中

以被动参与为主,需要优化互动环节来促使游客主
动使用身体;身体感的得分低于均值,说明游客在观

看过程中身体的状态感受不佳,沉浸式旅游的观演
模式更加强调身体的参与,相较于其他演艺会产生

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但随着时间流逝,如果游客过度
使用身体,先前获得的新奇感就会逐渐转为疲惫感

和劳累感。
认知依附于情境存在,游客用身体以合适的方

式与旅游情境进行互动,从而构建旅游认知与旅游

意义(贾慧敏、张运来,2022),因此,必须在具体情境
之中研究游客体验的生成。 谢彦君(2005)将旅游情

境划分为旅游氛围情境和旅游行为情境,前者主要
是游客的主观映照或反射,后者的特征取决于旅游

线路上各旅游目的地及其景观的自然、文化特征。
本文结合沉浸式旅游演艺场景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拓展,将体验情境归纳为外部客观存在的真
实物理环境、内部主观精神反射形成的氛围环境以

及作为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交环境,即物理情境、意境
氛围和同游者氛围。 体验情境各维度均值得分是

3. 530,在 4 个维度中排名第二,说明游客对沉浸式
旅游演艺体验情境要素的感知较为良好。 从指标层

来看,物理情境和意境氛围得分较高,是游客能够正
向感知的要素;同游者氛围得分最低,说明游客对周

围观众的感知较差,在场观众数量过多、缺乏秩序等
问题影响了游客的观看效果,是制约游客体验质量

提高的主要原因。
2. 旅游体验质量评价的 IPA 分析

对所有旅游演艺项目的旅游体验要素进行 IPA
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第Ⅰ象限包括演艺团队、演
艺形式、代入感、感官体验、物理情境 5 个要素,即游
客对这些要素的关注程度较高,且旅游体验的满意

程度也较高,说明从整体来看,旅游演艺项目能够通
过其新颖的演艺形式、专业的演出团队和真实的环

境布局,让游客获得良好的感官体验与“身临其境”
的感觉,这也是沉浸式演艺项目区别于其他产品的
重要特性,在后续发展中应继续保持。

处于第Ⅱ象限的是游客关注程度较低但满意程
度较高的要素,有观演互动和意境氛围两个,说明游

客虽然对这两方面的感知程度较低,但认可度较高,
提高互动参与和打造意境氛围是未来值得挖掘开发

的宣传“卖点”。
落在第Ⅲ象限的要素最多,包括演艺节奏、服务

设施、服务引导、购票服务、员工服务、身体感、同游
者氛围 7 个方面,游客不仅对这些要素的关注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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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旅游体验要素 IPA 分析结果

低且评价也较低,是旅游演艺项目未来有待改善的
方面。 演艺节奏要素得分较低主要体现在演艺节奏
安排过快,游客在参与中往往产生匆忙的赶场体验;
游客对服务感知维度 4 个要素均作出较为负面的评
价,说明当前旅游演艺项目对于游客服务的重视程
度偏低,表现为一种“重形式,轻服务”的开发导向,
轻视了服务维度对游客体验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
了游客对于园区服务评价普遍偏低的情况;身体感
要素得分较低主要是由于沉浸式演艺项目强调身体
的互动与参与,长时间行进式的观演模式易使游客
产生疲倦感;同游者氛围评分较低则是游客过多所
导致的。

第Ⅳ象限部分是演艺项目需要重点改进的部
分,包含了游客认为较为重要但体验满意度较低的
要素,仅有演艺内容一个方面。 具体看来,演艺内容
具有最高的关注度,说明虽然演艺的形式更加多样
化,但“好的内容”依然是游客进行评判的首要标准。
内容要素的满意度评分低于平均分,表明当前旅游
演艺项目的内容仍有待改进,具体体现在对地方元
素或文化元素的挖掘不足、气氛渲染过分煽情、存在
不符合当代价值观念的元素等,亟须演艺项目团队
采取措施进行优化。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旅游演艺项目体验的表现
较为良好,体验要素满意度得分均值达到 3. 478 分
(各体验要素实际得分的均值),整体处于中等以上
的水平。 其中,具身参与维度作为沉浸式旅游演艺
项目的核心维度,其各项指标都取得了较高的评分,
“代入感”和“感官体验”两项指标评分更是达到了 4

分以上,凸显了“沉浸式”带给游客的独特体验。 但
在所有要素中,超过一半要素的满意评分都低于平
均水平,这说明国内旅游演艺项目仍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 未来,存在较大短板的服务质量和具有高关
注度的演出内容将成为其提质升级的主攻方向,需
要对此作出改进,以推动沉浸式旅游演艺的可持续
发展。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具身理论为指导构建沉浸式旅游演艺体
验质量评价体系,选择“又见平遥”等 10 项演艺项目
2019 年至 2021 年的网络评论作为数据来源,利用内
容分析法、IPA 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沉浸式旅游演艺的
体验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本文从产品感知、服务感知、具身参与、体验
情境 4 个维度构建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质量评价体
系,尤其注重“身体”因素在旅游体验中发挥的作用,
从而对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质量进行精准、全面地
测度。 (2)演艺总体评价等级为 B,旅游体验质量为
比较满意,游客对具身参与和体验情境维度的评价
较高,而对产品感知和服务感知的评价处于一般水
平。 (3)对 4 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产品感知中,从
演艺形式、演艺团队中产生心流体验,对演艺内容感
知获得意义体验,演艺节奏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游客
心流体验良好而意义体验不足;服务感知包括便利
的服务设施、转场时提供的服务引导、购票服务以及
员工服务等方面,4 个指标评分都较低,说明演艺项
目为游客提供的各项服务并不理想;具身参与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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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使用身体的躯体觉体验、被动使用身体的多感
官体验和代入感,游客普遍能获得如同“穿越般”身
临其境的感觉,但在观看演艺过程中仍以被动参与
为主,且存在过度使用身体的情况,身体的状态感受
不佳;体验情境包含外部客观存在的真实物理环境、
内部主观精神反射形成的氛围环境以及作为社会成
员所处的社交环境,其中游客对周围观众的感知较
差,是制约游客体验质量提高的主要原因。 (4) IPA
分析结果显示,演艺团队、代入感和感官体验等要素
是当前演艺产品的优势所在,需要在后续继续保持;
演艺节奏、同游者氛围、服务引导等要素落入机会
区,应当进一步开发和改进;演艺内容因素落入重点
改进区,亟须演艺项目团队采取措施进行优化。

2. 理论贡献

本研究基于吴俊(2018)提出的旅游者具身体验
研究框架,对产品感知、服务感知、具身参与和体验
情境 4 个维度的具体内涵进行系统分析,能够更好
地衡量沉浸式旅游演艺中游客体验质量,深化了具
身理论在沉浸式旅游演艺中的应用。 以往研究中对
游客体验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的产品、服务及旅游情
境等因素的具体内涵尚不明晰,尤其与身体有关的
具身性因素的具体维度需进一步探究。 本研究在具
身视角下构建体验质量评价体系,采用定量的方法
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并对体验质量各维度进行深入
分析,充实了现有文献对于沉浸式旅游演艺体验的
研究。 具体表现为 4 个方面:第一,结合旅游演艺内
涵将感知细化为产品感知与服务感知,游客在产品
感知中会产生心流体验与意义体验,意义体验的生
成能带来更为持久的满足感,与施思、黄晓波和张梦
(2021)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将演艺节奏纳入考量并
明确了其在意义体验生成中的催化作用,另外良好
的服务感知有利于缓解身体状态,促进沉浸体验的
生成;第二,与谢彦君和樊友猛(2017),刘海朦、胡
静、贾垚焱等(2021)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将沉浸式
旅游演艺研究情境下的具身参与归纳为以视觉为
主导被动使用身体的多感官体验和以动觉为主导
主动使用身体的躯体觉体验,后者更容易激发游客
的主观能动性,揭示了身体参与对旅游体验质量产
生影响的内在机理;第三,与谢彦君(2005)、贾慧
敏和张运来(2022)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对体验情
境的内涵进行了延伸,在旅游氛围情境和行为情境
基础上增加了社交情境要素,既拓展了人与情境的
互动关系,又补充与丰富了体验情境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为评价沉浸式旅游演艺的体验质量提供了
全新的分析框架,有利于指导沉浸式旅游演艺的发
展实践。

3. 研究建议

沉浸式旅游演艺发展时间较短,仍存在许多不
足,本研究以具身理论为指导构建沉浸式演艺体验
质量评价体系,对我国“又见平遥”等 10 项具有代表
性的演艺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提出以下建议:
(1)融合文化记忆,深化沉浸体验,打造具有中国本
土特色的 IP。 游客心流体验良好而意义体验不足,
经营者应聚焦当地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突出地方旅游资源的独特性,进一步挖掘旅游演
艺产品的地方元素与文化内涵,同时把握当下年轻
群体的时代需求,让游客沉浸在剧情中的同时形成
共鸣,收获意义体验;把控演艺节奏,优化转场衔接
体验,使剧情整体张弛有度;打造本土特色 IP,延长
产业链,进行规模化和品牌化发展,形成差异化竞争
力。 (2)优化基础服务设施,提供多维度服务引导。
目前旅游演艺发展中存在“重形式,轻服务”的开发
导向,演艺项目为游客提供的各项服务并不理想,应
当进一步开发和改进,比如在演艺开始前为游客提
供解说服务,展现作品内涵,设置清晰的导视系统,
演艺进行中提供人工引导的同时设置导览标识,减
少游客的迷茫感与困惑感。 (3)加强身体互动,提供
个性化、差异化体验。 游客在观看演艺过程中仍以
被动参与为主,而积极主动参与更容易激发游客的
主观能动性,因此经营者应当给予演员和游客自由
发挥的空间,如游客可自行选择故事线进行角色扮
演,提高观演互动频率,促进游客主动参与,实现主
客交融;同时,合理安排时间,行进式观看与剧场观
看相结合,缓解游客长时间走动带来的疲惫感。
(4)促进人与情景交融,增强观看效果。 游客体验情
境包括氛围情境、行为情境和社交情境,环境设置应
与演艺主题元素有机融合,通过环境氛围营造还原
故事真实场景促进游客沉浸其中,让演出真实立体
地包围游客;此外,同游者氛围感知较差是制约游客
体验质量提高的主要原因,应当通过价格差异机制
等方式实现工作日与节假日的分流,合理控制观众
数量,同时安排工作人员维持观演秩序,为游客创造
良好的感知环境。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沉浸式旅游演艺作为体验经济时代下的新兴产
物,目前国内可供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少,本文仅对 10
个演艺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未来可在沉浸式旅游演艺逐步发展的基础
上扩大样本容量以提高体验质量评价的准确性及合
理性。 此外,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打分时难免受
到研究者的主观影响,未来可通过大样本量化实证分
析来对体验质量评价体系进行检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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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Quality Evaluation of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ment

Lv Ning　 　 Sun Mengtian　 　 Li Qi

Highlights:
● Constructing an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 experienc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analyzing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s of each dimension.
● Tourists acquire flow experiences and meaningful experiences in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product, with the per-

formance rhythm plays a catalytic role.
● Sensory experiences dominated by kinesthetic sensa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stimulate tourists'subjective initiative.
● The experiential situation includes the tourism ambiance situation, behavioral situation, and social situation.
Abstract:The rapid proliferation of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 has outpaced academic research,which has

created a disparity betwee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and scholarly investigations. Notably,characterized by intera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 hinges primarily on visitors ' embodied experiences within the local
context,and further exploration of specific dimensions of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 is warranted. Guided by em-
bodiment theory,we construct an experience quality evaluation of such performance based on tourists' body,cognition,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We further adopt content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to compre-
hensively evaluate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considering network evaluation as the analytic text. Our study de-
rives the following findings:(l)The experienc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 is construc-
ted from four dimensions,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 body" factors in tourism experience,to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measure the quality of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 experience. (2)The quality of tourism ex-
perience is relatively satisfactory. Tourists have a good evaluation of embodied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situational
dimensions,while the evaluation of product cognition and service cognition is at a general level. (3)Tourists obtain flow
and meaning experiences in product cognition,and 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 experience can bring more lasting satis-
faction,while performance rhythm plays a catalytic role. The service cognition indicators are rated low,which suggests
that the various services provided by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 to tourists are not ideal. Physical participation in-
cludes the multi - sensory experience of using the body passively,with vision as the dominant factor,and the somato-
sensory experience of using the body actively,with kinesthetics as the dominant factor. The latter facilitates easier stim-
ulation of tourists to exert their subjective initiative; it extends the experience situation and adds social situation ele-
ment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4)IPA reveals that the performance team,sense of substitution,sensory experience,
and other elements are its advantages,which must be maintained in the future. The performance rhythm,atmosphere of
fellow tourists,service guidance,and other elements fall into the opportunity area,which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improved. The performance content factors fall into the key improvement area,and the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
ance project mus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immediately. The study broaden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ourism experi-
ence quality,enriches embodied experience research context,and presents recommendations for upgrading the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

Key words:embodied theory;tourism experience quality;immersive tourism performance;content analysis;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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