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6期 2020 年

沉浸式体验对主题公园发展的影响研究
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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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主题公园为国家的文化旅游事业贡献巨大。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

不断发展，主题公园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但是，在众多主题公园之中，不乏有概念不清、模仿抄袭等问题出现。当今时代

以“沉浸传播”与“体验经济”作为标识，主题公园逐渐将“沉浸式体验”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则。本文针对沉浸

式体验对主题公园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供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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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主题公园是国家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环节。截止到 2019

年 6 月，我国国内大约有 300家主题公园，其投资金额不低

于 5000万元人民币。在主题公园日益增加的大环境下，我

国的文旅事业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带动，人们对

主题公园的要求越来越高，主题公园之间的竞争力也越来越

大，“沉浸式体验”成为了当前主题公园突显个性特色的必

行趋势。

1 “沉浸式体验”主题公园的特点

主题公园身为智慧城市发展的代表性标志，可以作为一

张城市名片。目前来看，主题公园纷纷以 IP为导向，“沉浸

式体验”已经是主题公园的发展风向标。一个成功的主题公

园，通常能够以自己的核心主题吸引到众多游客，而核心主

题往往需要有明确的立意和惊喜的创意，让游客能够在现代

环境中感受到特殊的娱乐氛围。在科技与经济不断发展的大

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声音对“沉浸式体验”表示支持，这种

广义上的“大 IP”概念很受欢迎。“沉浸式体验”主题公园

具备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它的诞生将会带动与主题相关的产

品核心与周边领域，促使动漫、游戏、音乐等娱乐性产业链

条共同发展。以国外的“迪士尼主题公园”为例，公园中的

米老鼠、唐老鸭等形象，都是知名动画或影视作品中的经典

形象，游客们对于相关经典桥段早已深入内心。这些已经成

熟了的影视人物和文学故事，将促使主题公园得到“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的地位，招揽到更多游客。主题公园内的欢乐

氛围被经典的文化形象们调动起来，由于对卡通形象们十分

熟悉，游客们将在不知不觉中与他们产生共情，在欢乐的海

洋中尽情享受。

2 现阶段我国主题公园现状

经过社会实践调查发现，最近几年，我国国内的主题公

园发展状况主要有三点特征。

第一，国内主题公园中的核心主题，以国外“大 IP”的

市场份额居多，而国内原创 IP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一些本

土的主题公园，会根据城市特点和自身情况设计原创 IP，这

些 IP原型往往来源于动画、影视作品以及综艺等媒体节目。

但是与上海迪士尼乐园相比，这些原创 IP的影响力始终落于

人后，多年以来，上海迪士尼乐园仍然是国内游客的游乐首

选。这是因为国外资本主义集团的文化 IP在世界文化领域内

早已根深叶茂，甚至在现阶段，迪士尼仍然在不断收购一些

IP大咖，始终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而国内的一些诸如《熊

出没》《海洋之光——珍珠保卫战》等 IP元素，正在逐渐丰

富自己的主题内涵，与国外 IP尚且存在差距。如何令国内原

创“IP”摆脱“吉祥物”的标签，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生动

活跃，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二，虽然本土的主题公园“IP”构建路径早已实现了

由“向外购买”到“自主研发”的基本转型，但是我国的原

创 IP可持续发展性特征还没有被突显出来。之前国内的一些

大资本引入的外国文化 IP在与国内的主题公园进行绑定时，

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难以与本土文化完美融合。因此，国

内的大型主题公园需要在满足大众趣味的基础上，积极打造

符合时代要求的 IP品牌。

第三，国内的主题公园一般会将旅游景区作为主营业务，

现金流被带动之后再进行 IP创作或收购，最后才会进行 IP

品牌的泛文化链打造。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原创 IP的构建尚

不成熟，无论在文化附加值方面，还是在文化主题方面都不

占优势，需要业界对此加以探究。

3 主题公园的发展对策

主题公园的个性特色不仅关乎着该行业的发展，更关乎

着城市文化的对外输出情况。现阶段，国内的主题公园需要

改变内容同质化、个性文化缺失等不良现状，将方向转向“沉

浸式体验”的创意性 IP，打造能够令游客身心满足的欢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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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3.1 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突显了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而在 2018

年两会之后、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和进

步带来了坚实的助力。主题公园是时代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

结晶，是标志城市现代化文明的名片，能够将不同时间、不

同空间的文化编织在一起，将传统与创新结合演绎，让国人

乃至世界感受到与众不同的城市精神文化。我国是一个历史

悠久的文明大国，每一个城市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文明发展史，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数不清的经典人物和历史

故事，值得我们深挖探究，对于这些传统故事，主题公园完

全可以加以利用，结合现代文明的科学技术，以新颖的形式

为世人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此同时，作为一个

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明都足够动

人。这些都可以作为主题公园的 IP形象素材。

在我国四大名著当中，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代表，不

仅能够博取成年人的青睐，更是在少儿群体中备受喜爱。现

如今，在很多国家都知道孙悟空、唐三藏这些神话人物，甚

至一些国家对《西游记》进行了多次翻拍，这恰恰是实现中

国本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沟通与融合的开端。但是，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捍卫与保护方面，国内的重视程度尚

且不够，需要对此加紧关注。国人对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

化是有感情、有共鸣的，主题公园的 IP 打造可以在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深耕，让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保护同时进行，

而传统文化元素也将为主题元素注入力量，两方面可实现共

赢效果。游客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浸式体验”被唤起

更多的中华民族的自信感和归属感。

除了玄幻主题之外，我国经典的国学著作在当今世界也

是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主题乐园可以参照“故宫上新了”，

对国学文化进行幽默改造，让古板枯燥的文言文，翻译成现

代汉语，借助新时代的科学技术在主题乐园中呈现出来，让

国内乃至外国游客都能够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奥妙。

3.2 人性互动的空间沉浸体验

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可以给予国内主题公园的自信

理念，而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可以为经济时代带来更多惊

喜。特色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碰撞，将会产生不一样的火花，

为人们的精神需求献上更大的满足感。主题公园中的传统话

剧式演出已经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淡出游客的视线，除了欢

乐的巡游表演之外，光声色高科技以及动漫动画等产业逐渐

出彩。VR技术早已从“头盔内体验”变成了“空间式体验”，

对于游客来说，效果更加真切，操作更加便利。在光效、声

效和投影效果等方面，VR技术在逐渐进步，努力为游客打造

“超时空”的“沉浸式体验”。沉浸媒体的主体是“人”，一

切以人的视觉、听觉等感观效应为主，让人们在媒体设置的

情境当中以参与者的形象感受周围的虚拟活动。这是科技的

革命性发展，主题公园愈加“梦幻”的助力。

多年以来，5D 环境体验已经在很多城市崭露头角，不但

能够让游客在视觉、听觉等方面有感观体验，甚至可以在触

觉、嗅觉等方面让游客沉浸体验。在主题立意敲定的基础上，

主题公园要对有关沉浸式体验的科技成果加大关注，力求满

足游客的好奇心和体验感。

除了科技的助力以外，主题公园还要注意在活动中打造

真人 NPC 沉浸式环境，让工作人员扮成 IP 形象，与游客进

行惊喜互动。以往的大型巡游活动，通常只能够在气氛上感

染到游客，但是游客们不能够加入到巡游之中，对于他们来

说，巡游只不过是一场大型的走秀，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体验

感。因此，主题公园要在传统的微笑游行活动之外，开创更

具互动性与趣味性的活动，以加深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感，让

活动内容更加人性化。

3.3 故事叙述促进消费升级

“沉浸式体验”主题公园的特点之一，就是以既定主题

为中心，设定公园内的游乐内容与形式。我国本土的主题公

园在“媒体技术”方面不落窠臼，但是在“故事叙述”方面

却并不出色。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能够让游客们感到耳目一

新，但是故事叙述对于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感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如何将各种媒体设备与特色文化利用故事叙述的形式

串联在一起，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满足游客的“时空幻象”体验的基础上，需要对主题

深入挖掘，杜绝以一味叠加高科技的形式、肤浅演绎主题文

化的情况发生，要切实让游客体验到城市文化的内涵与深度，

这种体验感要具有逻辑性、连续性，而不是让观众断断续续

地体验科技带来的乐趣。此外，故事的创造需要以时代需求

以及消费者体验习惯作为依据，不能够单方面地“讲”故事，

应该让游客作为故事角色走进故事当中，增强游客的沉浸式

体验感。不定期丰富故事内容或更换故事内容，可以提升游

客的重复入园率，促进文化消费，也能让游客们感受到更丰

富的文化内容。主题公园对于故事的挖掘需要具有一定程度

的教育意义，从而为主题公园带来升华。

近几年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脚步也在逐渐加快，对于国

产影片中的一些经典故事，主题公园也可以进行深度挖掘。

经典影片情节可以参考国内的“剧本杀”游戏，让游客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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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沉浸式娱乐的过程中，享受到故事内容的完整性。

结论

主题公园是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重要文化娱乐场所，在当

今经济、文化、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主题公园也应该不断

加强自身的创新性，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创意发展，满足现

阶段人们对于娱乐的身心需求。“沉浸式体验 IP”促使主题

公园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深挖本土经典文化，吸引本土及

外来游客为城市特色点赞，从而推动国内的文化消费，助力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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