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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今 年 “ 中 国 旅 游 日 ” 的 主 题 为 “ 感

悟中华文化，享受美好旅程”。当传统文

化 与 云 旅 游 结 合 在 一 起 ， 会 碰 撞 出 怎 样

的火花？

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85 名 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5%的受访

者认为云旅游可以让传统文化更加“活起

来”。优秀传统文化是受访者最期待在云

旅游中看到的文化元素。94.6%的受访者

表示如果在云旅游中融入文化元素，会对

自己更有吸引力。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24.9% ， 90 后 占

40.0%，80 后 占 25.0%，70 后 占 7.4%，60
后占 2.4%，其他占 0.4%。

83.5%受访者认为云旅游
可以让传统文化更加“活起来”

90 后 王 博 在 北 京 一 家 互 联 网 公 司 从

事运营工作，平时很喜欢逛博物馆。他感

觉近些年文博行业发展迅速，线上看展、

直播、VR、纪录片等形式，让传统文化更

加活泼有趣了。“我有个朋友，以前对看展

不是很‘感冒’，但在看了《如果国宝会说

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后，开始对

文博有了浓厚兴趣”。

在不方便线下看展时，王博经常通过

云游的方式，线上逛博物馆，“有的博物

馆会开展线上直播和讲解活动，还有视觉

动画，能让馆藏宝物‘开口说话’，或者

让图纸上的人物动起来。原本静态的文化

元素，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很吸引人”。

调查中，83.5%的受访者认为云旅游

可以让传统文化更加“活起来”。

大学生高茗关注了许多旅游博主，在

云 游 的 过 程 中 ， 了 解 了 很 多 传 统 文 化 ，

“像景德镇瓷器，以前我只知道古老、有

名，但对背后的故事不太了解。通过云游

瓷器展，了解了陶瓷的发展阶段、不同时

期的制作工艺，有了更加立体的认知”。

高茗觉得云旅游打破了时空阻隔，让

更多的文化旅游资源进入大众视野，“借

助丰富的技术手段、视觉呈现方式，云旅

游把底蕴深厚的文化资源、当地的民俗风

情展示出来。在以后实地旅游时，我也会

更愿意多关注这些文化元素”。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受 访 者
最 期 待 在 云 旅 游 中 看 到 的 文
化元素

90 后 林 璐 露 对 旅 游 中 的 文 化 元 素 很

感兴趣，在实地旅游时她喜欢在当地的街

区走一走，和当地人聊聊天，她觉得这是

一种感受旅游地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云旅

游时，她同样希望能了解更多景区背后的

文化故事。“像一些古建筑，如果是在实

地旅游，我会边看边听讲解，遇到感兴趣

的内容，旅游回来后还会查资料。在云游

时，我不仅想看古建筑 360 度的立体图，

还想听线上讲解，了解建筑过程、设计思

想等”。

数据显示，94.6%的受访者表示，如

果在云旅游中融入文化元素，会对自己更

有吸引力。在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中，年

龄越低，选择“会”的比例越高。

高茗感觉在实地旅游时，可能会走马

观花地看一看，对旅游地的传统文化元素

了解不够深入。在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

会有越来越丰富的旅游产品，“一些可以

互动的小游戏，让文化元素变得更有趣。

再比如，通过数字技术展现历史遗迹在不

同时期的变迁，在欣赏的时候，脑海中会

浮现很多画面，有穿越的感觉”。

“‘五一’期间我看了一场凤凰古城

的直播，很享受。”林璐露说，当主播身

着当地特色民族服装并把镜头对准了古城

中 的 人 群 时 ， 自 己 感 受 到 的 不 仅 是 风 景

图，更是充满了人文气息的古城文化。

林 璐 露 感 觉 ， 现 在 有 些 传 统 文 化 还

比 较 小 众 ， 或 者 存 在 一 定 的 传 播 门 槛 ，

可 以 在 未 来 借 助 更 加 丰 富 的 展 现 形 式 ，

揭开传统文化的神秘面纱，“用更加接地

气 的 方 式 ， 让 传 统 文 化 更 吸 引 人 。 这 样

不 仅 能 让 一 些 高 深 的 文 化 焕 发 生 机 ， 也

有 助 于 青 少 年 了 解 传 统 文 化 ， 爱 上 传 统

文化”。

数据显示，优秀传统文化（68.7%）是受

访者最期待在云旅游中看到的文化元素，

然后是当地的历史渊源（58.7%）、红色故事

（56.7%）。其他还有：风土人情（54.8%）、革

命英雄（48.6%）和饮食文化（42.6%）等。

林璐露期待，传统

文化可以和数字技术不

断融合发展，创新云旅

游呈现形式，更加全方

位、立体化地展现文化

精髓，增加互动性和趣

味性，让人们拥有更好

的云游体验。

云旅游融入文化元素 94.6%受访者确认会更有吸引力
83.5%受访者认为云旅游会让传统文化更加“活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如今不少红色旅游景区都开启了云

观赏模式。红色资源借助现代化技术，

使云旅游红色景区成为可能。在中国旅

游日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wenjuan.com）发 布 的 一 项

有 2085 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云旅

游红色景区，67.1%的受访者表示对历史

的认知更为丰富、立体，60.0%的受访者

认为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鲜活。红

色旅游如何才能吸引青少年？68.5%的受

访者认为应线上线下相结合，充分整合

资源，67.8%的受访者建议增强互动性，

让青少年更有参与感。

67.1% 受 访 者 认 为 云
旅游红色景区会对历史的认
知更丰富立体

家 住 陕 西 的 95 后 张 冉 冉 ， 小 时 候

经 常 能 听 到 村 里 的 长 辈 说 起 红 军 的 故

事，耳濡目染，她也对革命故事很感兴

趣。如今已是一名党员的她，喜欢云游

览 博 物 馆 、 纪 念 馆 ， 了 解 革 命 历 史 ，

“如今再听到看到红军的故事，会觉得

格外亲切，小时候的记忆更加鲜活了”。

在南京工作的吴铭前段时间在微博

线上参观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跟着

讲解员的解说，了解了南昌八一起义的

来 龙 去 脉 ， 对 这 段 历 史 的 认 知 更 加 深

刻。“关于八一起义，之前都是在课本

中 了 解 到 的 ， 对 这 段 历 史 的 了 解 比 较

少。这次线上游览，听到了以前从未听

过的先烈的名字，看到了许多革命烈士

的遗物，详细了解了南昌八一起义的过

程，觉得学到了很多，也深受感动”。

调 查 显 示 ， 云 旅 游 红 色 景 区 ，

67.1%的受访者表示对历史的认知更为

丰富立体。

就读于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刘浩，

前段时间通过云观赏的方式参观了国家

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可以选择

跟着 VR 镜头进行游览，不仅能看到各

种图片，还可以在线播放视频，很有代

入感。参观也更加方便，可以选择感兴

趣 的 部 分 认 真 观 看 ， 学 到 了 不 少 新 知

识，很有收获”。

云旅游红色景区，受访者的感受还

有 ： 历 史 人 物 的 形 象 更 加 生 动 、 鲜 活

（60.0% ）， 更 为 震 撼 ， 更 打 动 人

（35.9%）， 更 有 时 空 对 话 感 、 沉 浸 感

（35.4%） 等。

近七成受访者认为红色
旅游应线上线下相结合，充
分整合资源

如今，随着各地对红色资源的挖掘

越来越深入，红色旅游景区也越来越多，

打卡红色景区成为不少人的新选择。如

何使红色旅游更加吸引青少年呢？

吴铭认为，想让青少年更加了解革

命历史，光靠课堂教学、书本知识肯定

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形式和内容上的

创新。要让青少年爱上红色旅游，就要

符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贴近他们的喜

好。“比如可以创作更多贴近青少年的

视频，用沉浸式的讲解、场景再现等方

式 ， 增 强 代 入 感 。 还 可 以 进 行 艺 术 创

作，像 《国家宝藏》 那样，从小的物品

延 伸 到 大 的 历 史 ， 通 过 文 化 综 艺 的 方

式，吸引青少年了解红色故事，学习革

命历史”。

刘浩认为，红色景区首先要加强宣

传，让青少年了解当地的红色资源，愿

意到红色景区参观。其次，学校要与景

区进行联动，在日常的教学中融入红色

教育，比如开展红色主题游览日，通过

亲身体验增进学习。第三，可以将当地

的红色资源打造为青少年实践基地、学

习 基 地 ， 通 过 游 览 与 教 育 相 结 合 的 方

式，增强学习的严肃性和仪式感，让学

生更有收获。

红色旅游如何才能吸引青少年？调

查显示，68.5%的受访者认为应线上线

下相结合，充分整合资源，67.8%的受

访者建议增强互动性，让青少年更有参

与感。其他还有：接地气，符合青少年

的认知特点 （49.5%），加强内容设计，

让青少年更有获得感 （47.0%） 等。

张冉冉说，学校

要组织青少年到红色

景区参观学习，家长

也应该多带孩子游览

红色景区，让孩子了

解 国 家 、 民 族 的 历

史，让红色精神能够

一代代地传播下去。

云旅游红色景区
67.1%受访者表示
对历史的认知更丰富立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躺在床上看旅游博主的视频、打开全

景图看各地美景、通过慢直播赏繁星看日

出⋯⋯随着互联网、VR 等技术的发展，足

不出户在云端旅游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喜爱。

在中国旅游日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

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2085 名 受 访 者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74.8%的受访者会选择云旅游。59.7%的受

访者表示对云旅游的体验不错。84.1%受访

者认为云旅游丰富了自己的旅游体验。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24.9% ，90 后 占

40.0%，80 后占 25.0%，70 后占 7.4%，60 后占

2.4%，其他占 0.4%。

74.8%受访者会选择云旅游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运营工作

的王博，平时特别喜欢逛博物馆。以前在去

其他城市旅游时，只要时间充裕，都会把博

物馆列入行程。王博觉得，在疫情防控管理

过程中，线下参观博物馆的机会变少了，但

是直播、VR 等技术的发展，让云游变得越

来越方便。

王博已经通过云游的方式参观了很多

家博物馆，“像故宫，我实地游览过，总觉得

意犹未尽。居家的时候可以线上看展，觉得

有意思的地方，会记下来等以后再实地逛

一逛”。

调查显示，疫情之下，74.8%的受访者

会选择云旅游。5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

云旅游的体验不错。

“线下看展时，如果太多人参观，人

挤 人 ， 游 览 体 验 不 会 很 好 。”王 博 觉 得 ，

云游的便利之处在于不受时空限制，通过

网络就可以把旅游资源传播给更多的人，

“有的线上展览，能 360 度旋转、放大展

品，细节看得不比在线下差，还可以随时

反复观看”。

对于云旅游的优势，67.4%的受访者认

为是不用人挤人、排大队，轻松省心，62.2%
的受访者认为是足不出户也能实现“行万

里路”，60.3%的受访者认为是省去旅途上

的开销，节约成本。其他还有：可以随心选

择景点，更多样（46.5%），能与他人进行实

时互动，更有趣（40.8%），第一视角代入，有

沉浸感（37.2%）以及借助多种形式，让感受

更深刻（29.3%）等。

“数字化对旅游业是一种全产业链的

赋能。”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柏文

表示，云旅游是一直就存在的，但在疫情之

下，云旅游发展趋势加强了，成为旅游体验

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通过数字化方式，

云旅游让传统旅游获得了新的展现形式，

数字化技术为旅游产品的内容生产，提供

了更多可能”。

自 然 景 观 是 受 访 者 最 感
兴趣的云旅游目的地

90 后林璐露平时喜欢看慢直播，她觉

得看慢直播时，心情可以得到舒缓和放松。

“前段时间看流星雨的直播，在直播间看到

很多网友留言、互动，觉得挺有乐趣的 ”。

林璐露觉得，像流星雨这种景象很难得，如

果在线下观赏，往往需要携带专业设备，还

要选择空旷的场景，单是这两点就可能“劝

退”不少人。但通过直播的方式一睹流星雨

的风采，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有些自然景观，会在特定的时间段呈

现出别样的景象。不一定有条件去实地感

受。”林璐露觉得，通过云游的方式能够一

饱眼福，感受大自然的壮观与魅力。

调 查 中 ，52.3%的 受 访 者 表 示 会 选 择

VR 的形式进行云旅游，49.7%的受访者选

择直播/慢直播，47.9%的受访者选择纪录

片。其他还有：网络博主自制视频（38.2%）、

图文（33.9%）、官网简介（22.6%）、主题展览

（22.4%）等。

“从江南水景到西北风光，跟着旅游博

主在云端欣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大学生

高茗关注了许多旅游博主，他们身处各个

城市，看他们的直播或 vlog（视频博客），自

己也跟着来了一番云游。

让高茗印象深刻的是几个讲解风格幽

默、活泼的博主，看他们直播会觉得充满欢

乐，“他们有的以前是导游，现在通过直播

的方式带领大家浏览景区，也会讲些有意

思的典故，觉得挺有收获的”。

高茗说，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都是自

己很感兴趣的云旅游目的地。“云游淳朴、

无滤镜的自然风光时，会心生向往”。

数据显示，自然景观（67.2%）是受访者

最感兴趣的云旅游目的地，然后是历史遗

迹（59.3%）、红色旅游景区（41.4%）。其他还

有：博物馆（39.5%）、主题公园（31.2%）、纪

念馆（30.7%）和名人故居（28.4%）等。

84.1% 受 访 者 认 为 云 旅
游丰富了自己的旅游体验

“青藏高原是我非常向往的旅游地，不

过由于时间、体力等原因，一直没有成行。

云 游 后 觉 得 以 后 有 机 会 还 是 要 去 看 看 。”

林璐露说，云游虽然没有实地体验的感觉，

但可以让自己先在“心灵上过把瘾”。

调查中，84.1%的受访者表示，云旅游

丰富了自己的旅游体验。

“几年前去过平遥古城，当时没有到城

墙上走一走。在云游的时候，看到航拍的视

频，能够俯瞰整个古城，也算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之前的遗憾。”高茗说，在跟着旅游

博主云游时，自己会做记录，为之后的实地

旅游做攻略，“现在脑海中已经设计了好几

条旅游线路”。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

认为，云旅游主要发挥了两个作用：增强体验

和替代体验。“在线下旅游比较方便的时候，云

游借助虚拟技术、VR 等，可以让游客在旅游

场景获得增强的体验。再比如像九寨沟，一年

四季都很漂亮，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风景，但

通常很难有机会实地感受不同季节的九寨

沟，通过数字技术云旅游，就能实现这一点”。

刘思敏认为，云旅游对于旅游景区而

言，起到了营销推广的作用，“通过直播等

形 式，吸 引 大 家 眼 球 ，也 可 以 实 现 流 量 变

现，比如销售景区和周边的旅游产品，增加

了衍生收益。不过，云旅游更像是古人所讲

的神游、卧游，是一种精神上的旅游。对于

很多人来说，通过云游得到精神满足后，还

是会想去实地看看”。

“目前，云旅游还较难实现‘在地感’，

因此未来需要无限逼近实地旅游。”李柏文

认为，“旅游”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异地”，同

时旅游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社会交往。

因此云旅游不仅要把景区搬到屏幕上，更

要与景区、目的地建立联系，增强游客之间

的交流，满足旅游的社交功能。

足不出户行万里 超八成受访者认为云旅游丰富了旅游体验
59.7%受访者表示对云旅游的体验不错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云旅游成为可能，

不少人通过云旅游的方式看遍了祖国的大

好河山，了解了传统文化的多彩魅力。在中

国旅游日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发布的一项

有 2085 名 受 访 者 参 与 的 调 查 显 示 ，存 在

“过度美化之嫌”“不真实”是受访者认为云

旅游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此，65.3%的受访

者希望云旅游避免过度美化滤镜，保持真

实自然，62.3%的受访者认为应加强技术支

持，丰富视觉体验 。通过云旅游，有 84.4%
的受访者想在疫情后来一场实地旅行。

云旅游的主要问题，受访
者认为是存在过度美化之嫌、
不真实

在南京工作的 90 后吴铭今年“五一”

假期没能外出游玩，却在“云上”看了不少

风景。“我在网上看了博主的自驾游视频，

游览了祖国的西部地区，看到了平时没见

过的风景”。吴铭觉得，现在云上游览十分

方便，通过博主的视角就可以一饱眼福。但

他觉得云上游览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只

能跟随博主的镜头，观看视角有限。另外视

频的真实性也很难判断，“有的博主为了流

量，可能会故意美化场景，或者通过移花接

木的方式进行拼接整合”。

北京某高校研究生刘浩觉得旅游最重

要的是有代入感、沉浸感，而现在的云旅游

方式还很难做到这一点，体验感一般。云上

的场景也比较少，内容比较单薄，“比如现

在比较多的都是介绍自然景观，很少有对

当地历史、人情、民俗的呈现，所以观看过

程中很难有共鸣，缺乏与现实的连接感”。

调查显示，61.7%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云

旅游存在过度美化之嫌、不真实，55.0%的

受访者觉得观感不好，难以代入。

在北京工作的 90 后马文轩本科学的

是广告营销专业，在他看来，当下的云旅游

还停留在营销的层面，即通过云上观赏的

方式进行宣传，吸引游客到实地参观，“虽

然现在云旅游有图文、直播、VR、AR 等多

种形式，但技术与旅游资源的融合还不够

深入，所以内容输出的质量不太高，对游客

的吸引力有限”。

受访者认为云旅游存在的其他问题还

有：技术条件跟不上（43.0%），沦为网络带

货 的 工 具（36.1%），虚 拟 世 界 没 太 大 意 义

（34.5%）等。

65.3% 受 访 者 希 望 云 旅
游避免过度美化滤镜，保持真
实自然

吴铭觉得，云旅游和网络购物的形式

其实差不多，都是通过不同方式、不同视角

增进大家对某个场景的了解，对于云旅游

来说，还原场景的真实面貌就显得十分重

要，不能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巨大

差异，“如果云上的场景和实际场景差别过

大，会影响大家的观赏体验”。

调查显示，65.3%的受访者希望云旅游

避免过度美化滤镜，保持真实自然，62.3%
的受访者认为应加强技术支持，丰富视觉

体验。

马文轩觉得，想要有更好的云旅游体

验，一方面要加强技术创新，增强科技感，

“现在不少景区的呈现都是静态的，只有一

些视频和图文，缺乏互动，所以在场景呈现

上的手法需要更多元，加强互动性，让游客

获得更好的体验”。另一方面要体现人本的

理念，比如让技术更多地贴合人们的实际

需求，满足人们欣赏美的需要。也可以在云

旅 游 中 展 现 更 多 文 化 元 素 ，接 地 气、有 人

气，让人有代入感，形成情感共鸣。

刘浩也认为，云旅游应该增强文化底

蕴，增加厚重感，让人们能感受到祖国大地

的文化之美。他还期待云上旅游的产品更

加丰富，不仅能满足观赏的需要，也能有一

些方便购买的周边产品，比如当地的传统

美食、手工制品等，“如果能一边吃着当地

的美食，一边欣赏当地的风景，体验一定会

更好”。

推动云旅游更好地发展，受访者的建

议还有：加强旅游人才的培养，如云端的讲

解（49.5%），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传播

文化价值（48.4%），重视打造针对青少年的

云旅游产品（42.5%），打造周边文化产品，

拓宽云旅游的范围（31.3%），挖掘和整合旅

游资源，提供更多选择（29.8%），完善相关

服务，保证用户体验（25.4%）等。

通过云旅游，84.4%受访
者想在疫情后来一场实地旅行

“我大概有一年多没有出去旅游了，上

一次旅游还是去年的五一假期。”刘浩希望

今年能有机会出去逛逛，看一看祖国的大

好河山。“我最希望去祖国的西南地区，比

如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因为我从小在北

方长大，很想到南方看看，感受一下不一样

的自然景观，体验不同的人文风情”。

马文轩最想去的地方是青岛，“因为之

前去过，觉得性价比不错，有海有沙滩，很适

合放松身心，而且当地也有认识的朋友，大

家还能一起聚聚，聊一聊最近几年的变化”。

调查显示，通过云旅游，84.4%的受

访者想在疫情后来一场实地旅行。交互分

析 发 现 ， 00 后 受 访 者 表 示 想 的 比 例 更

高，为 89.4%。

在 江 苏 出 生 长 大 的 吴 铭 很 少 出 省 ，

以 前 对 旅 游 也 并 不 感 兴 趣 ， 觉 得 景 区 人

非 常 多 ， 旅 游 体 验 不 好 。 但 现 在 ， 他 想

在疫情后来一场实地旅行，“我的首选目

的 地 是 北 京 ， 从 小 就

在 课 本 上 、 电 视 上 看

到 天 安 门 、 故 宫 。 如

果 有 机 会 ， 希 望 能 去

打 卡 北 京 天 安 门 ， 游

览 故 宫 博 物 院 ， 再 去

爬 一 爬 长 城 ， 感 受 文

化古都的魅力”。

65.3%受访者希望云旅游避免过度美化滤镜 保持真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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