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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技术赋能红色景区推荐的策略研究
彭　程，郭万敏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 湛江 523088）

摘　要　红色景区是传承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载体，还具有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基于信息技术的发

展和游客数字化的偏好，将 VR技术应用于红色景区的推荐与开发，以吸引更多的网上游客，实现红色景区促进

国家认同，实现文化传承和助力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在实践中，VR技术赋能红色景区推荐的开发已取得

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主体联动、品牌创新不足和景区 VR平台推荐与景区实地配套不匹配的问题。基于此，本文

提出实现景区推荐主体合力“发功”，加快 VR红色景区平台的提质扩容、加大 VR红色景区品牌创新力度和实现

VR平台 +实景融合增强红色景区的吸引力等策略，以期为破解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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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VR技术下的虚实结合

和交互式展示方式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且随着相关

技术的快速发展，VR在景区中的运用将更加广阔。在

红色景区，VR技术介入景区的推荐中，能够给游客提

供更加趣味化、交互式的全新体验。目前，已有相当

的红色景区依托 VR技术，通过建设虚拟景区平台与实

地景区相联动的红色景区旅游推荐方式取得了一定成

果。不过，从现实来看，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问

题提出解决之策正是本文的目的。

1 VR技术概念及其赋能红色景区推荐概况

VR技术是由计算机和电子技术创建和体验虚拟世

界的仿真技术，其利用计算机建构起交互式的三维动

态视景，即模拟环境①，并通过传感设备让用户对拟真

视景中的物体进行考察或操作，参与其中的事件；同

时为用户提供包括视觉、听觉和触觉等直观而又自然

的实时感知，使用户能“沉浸”于模拟环境中 [1-2]，具

有沉浸、交互、想象三个特征。[3]VR系统主要由“专

业图形处理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输入输出设备”

和“数据库”组成，可分为“桌面虚拟现实系统”“沉

浸式虚拟现实系统”“增强虚拟现实系统”和“分布

式虚拟现实系统”四大类 [4]。

目前，VR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大领域，2016年被

业界称为“虚拟现实元年”[5]。

红色景区是稀缺的，同时又是革命精神、革命文

化传承的载体和具有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价值。在红

色景区的旅游开发中，既要保护景区的完整性，又要

积极开发以实现其价值，而 VR技术的介入可解决这一

问题。VR技术赋能的虚拟红色景区的三维动态视景，

不仅“真实”，而且通过网络技术将红色艺术创作、

红色文物展示和保护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也能令人

足不出户就能通过互联网畅游各红色景点。譬如井冈

山景区的虚拟平台便是运用 VR技术，利用计算机图形

系统和辅助传感器，生成可交互的三维景区环境，再

配合解说音频后，客户可在线完成由“线上导游”讲

解的井冈山游览；四渡赤水旅游景区的景点空间跨度

较大，景区引用 VR技术，将各景点进行串联，甚至提

前按照当年红色四渡赤水的路线帮游客做好旅游路线，

让游客重温一次当年毛泽东同志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过

人智慧；还有一些景区在 VR平台虚拟环境中植入了景

区四季变化的沉浸式体验；在一些红色博物馆则运用

三维全景技术将文物、展品的信息全方位供游客浏览。

2 VR技术赋能红色景区推荐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红色景区是党和国家的红色

基因库，是加强革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青少年思

想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运用好能实现红色基因的传

承和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6]因此，需充分利用 VR

技术，不断挖掘红色景区资源，充分发挥革命博物馆、

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陵园等红色遗址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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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价值，促进国家认同、实现文化传承和助力红

色景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第一，促进国家认同。厚重的红色历史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和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

时路”，是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源泉和不竭动力，诠

释着党培育国家认同的合理逻辑。[7]根据扬·阿斯曼

的文化记忆理论，红色记忆可借助象征符号离开它的

承载主体存续 [8]，红色景区作为红色记忆的场域更能

通过 VR技术在网络空间实现红色基因传播，唤起人们

的红色集体记忆，在人们的头脑中重构、强化和刻写

红色集体记忆、情感、价值和意义，从中获取国家认

同意义阈值，令人们在红色记忆复归中确认自我的国

家身份 [9]。

第二，实现文化传承。受多元文化思潮影响，红

色景区所承载的红色文化传承代际递减加速，且面临

被阻断和歪曲的风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10]。通过 VR技术推荐红色景区，令红色景区

所承载的红色文化可在用户“网上游”中完成对红色

文化发展史缩写的经历和提炼，在他们心理上完成红

色记共识建构，使其理解红色革命精神，掌握红色文

化的内核与精髓，使红色文化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

源，形成文化认同，实现文化传承 [11]。

第三，助力红色旅游经济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

发展，各红色景区数字化发展步伐也随之加快，涌现

出大量的“红色景区云旅游”服务，特别是红色纪念馆、

红色遗址较多的革命老区，已将虚拟景区作为吸引游

客的一项品牌创新和文旅融合的典范。各大红色景区

依托 VR技术，创建起虚拟现实红色景区、红色博物馆、

红色体验馆、红色纪念空间及红色游戏等文旅新业态。

通过“码上游”等沉浸式交互体验、数智导览新型旅

游服务，提升了地方红色文旅产品质量，增强了大众

的体验性和趣味性。让游客在红色剧本杀中体验当年

革命战斗中的惊心动魄 [12]，同时推动红色文旅融合发

展，助力红色旅游经济发展。

3 VR技术在红色景区推荐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VR技术在红色景区应用已广泛存在，但终因兴起

时间短，资金支持不足及技术瓶颈尚未突破等问题，

还存在推荐主动联动不足、品牌创新不足、VR平台宣

传与景区实地配套不匹配等问题。

第一，VR技术赋能红色景区推荐主体的联动不足。

VR技术介入红色景区的推荐是一个系统工程，常常是

一个红色景区所承载的红色主题常涉及多个主体，甚

至是跨省、跨部门的主体，因此需要发挥各大主体所长，

持续联动合作发力方能完成红色景区的 VR推荐。但由

于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及主体间联动合作意识不强及

利益分配等原因，使得现有的红色景区 VR推荐联动合

作多被同质化，或者单一化，大范围的跨界、跨区域

主体联动合作较少，整体上尚未能形成多元主体良性

互动的合作式推荐格局，这大大削弱了 VR技术对红色

景区推荐的效果。

第二，VR技术赋能红色景区的品牌创新不足。当前，

红色景区推荐趋势正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各景区也

试图建立一些 VR红色景区平台以广泛推荐景区和增强

景区的吸引力。但是受财力、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及形

式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景区的 VR红色景区平台粗

制滥造现象，或后继的完善与维护跟不上，较少形成

品牌化 VR红色景区推荐产品，令网络游客们常是“网

上一次游”，较难达成通过 VR平台吸引游客们到实地

游览的目的，更别说留住游客。

第三，VR技术赋能红色景区推荐平台的宣传与景

区实地配套不匹配。有些景区的 VR红色景区平台为了

能将线上游客转化为线下游客而将景区宣传画面建构

得非常“唯美”与“完美”，夸大实地配套设施，在

一定程度上对红色景区进行虚假宣传，甚至将景区“吹

上天”，与实地的配套设施及服务相差甚远，导致游

客线上的良好体验与实地旅游的不好体验，体验落差

较大，导致即使被 VR平台“骗”到了实地，实地景区

也较难留住客人，更难有回头客。

4 VR技术赋能红色景区推荐的策略研究

与传统红色景区推荐策略一样，VR技术赋能红色

景区推荐策略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实现旅游者需求与供

给的高适配以“抢得”更多的旅游客户。因此，基于

上述 VR技术赋能红色景区推荐所存在的问题，在应对

策略上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解决之策。

第一，由旅游主管部门和景区主导实现 VR红色景

区推广主体合力“发功”。旅游主管部门作为红色景

区的管理者应发挥主导功能，做好顶层设计、整体规划，

通过一揽子的政策和接续政策的有力配合衔接形成组

合效应，支持各红色景区建设 VR技术赋能的红色景区

游览平台，可促进红色景区乃至全国内红色景区资源

布局的延伸和渗透，形成区块链，甚至可以打破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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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壁垒，实现 VR平台共享和收益共享；能有效提

高红色景区的推广效率，促进景区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推广，实现景区知名度的广覆盖。

第二，加快 VR红色景区平台的提质扩容。在国家

政策、政府资金和景区自筹经费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下，

通过立项的方式已建成一批 VR技术介入的红色景区虚

拟环境平台，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这些都远

不能满足当前游客们“线上游”的需求。故各 VR红色

景区推荐主体应协同发力，自建或整合不同渠道的 VR

红色景区平台资源，重构为可视、可听、可读，高质量、

多样态的，具有共享性、便利性及完整性的 VR红色景

区平台资源，以满足旅游客户线上游的需求。这里要

强调是，当下的 VR红色景区平台资源建设的提质扩容

应依托更加广泛的景区推荐主体形成区块链，甚至是

全国、全域“一盘棋”格局，同时体现各红色景区特色。

第三，加大 VR红色景区品牌创新力度。当然，真

正能实现阅读持续性的是品牌创新。因此，要充分发

挥优质红色景区的资源和优势，挖掘整合红色景区资

源、丰富 VR平台载体、创新推荐渠道，打造具有吸引

力的 VR红色景区品牌，同时在品牌中整合进网上游客

认为有趣、有价值的内容，以吸引和留住网上游客，

甚至将其引导到红色景区实地旅游，或成为红色景区

的忠实“粉丝”。如此，在品牌定位的基础上铺开多

元立体的 VR红色景区品牌推广，又在品牌推广中不断

完善强化品牌影响力，增强红色景区线上线下的吸引

力，实现景区旅游业的持续性，助力旅游经济的发展。

第四，VR平台 +实景融合增强红色景区的吸引力。

在红色景区的推荐中，借助数据融合技术，根据游客

的“网络数据”，通过关联规则算法，抽象出游客在

红色旅游中的行为特征，聚焦分析其在红色旅游过程

中旅游需求及可能会遇到的旅游问题，进行标签化处

理，即完成游客的红色旅游的“用户画像”，据此形

成“全景”导航服务，为差异化游客群体提供专业和

人文性的红色旅游服务，并在 VR平台 +实景融合中引

导游客从线上走向景区实地。甚至可以在 VR平台里植

入红色影视品牌，达到与游客情感的共鸣，吸引游客

到实地走走、看看。譬如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

京市广播电视局等联合摄制的红色电视剧《觉醒年代》

在播出后，在网上引起多次热搜。涉及影视内容的红

色遗址就应抓住这样的机会，将其植入景区 VR平台，

定能吸引更多情感共鸣的人到实地景点看看、走走。

5 结语

在推进 VR技术赋能红色景区推荐的发展过程中，

绝不是对传统红色景区推荐模式的推倒重来，而是要

在原有的基础上转变观念，依托技术赋能实现从红色

景区的数字化建构，在建构过程中推陈出新，不断解

决问题，渐进式推进 VR赋能红色景区推荐朝着更好的

方向发展，令其在一个个的品牌推荐中阐释红色景区

的魅力和传承革命精神，再配合以红色景区实地的配

套建设，定能赢得更多的旅游者，赓续红色血脉，传

承红色基因，提升“红色气质”，确保红色文化永不

变色。

注释：
①　模拟环境可以是某一特定现实世界的真实实现，
也可以是完全虚拟的构想世界。本文是指前者，即红
色色景这一现实的世界的真实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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