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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红色旅?发挥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但“红色旅?如何激发旅?者

的爱国主义”这一问题尚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鉴於此，基於情绪评价理论，文章

构建?检验了“红色旅?研学活动
a

敬畏感
b

自豪感
a

爱国主义
a

重?意愿”模型。

运用
Z;9a 9S5

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红色旅?研学活动对敬畏感和自豪

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敬畏感和自豪感对爱国主义有显著正向影响；红色旅?研学活

动对爱国主义的直接影响不显著，红色旅?研学活动通过敬畏感的中介作用显著

正向影响爱国主义；敬畏感、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对重?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所得

结论为理解旅?者爱国主义的激活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红色旅?；研学活动；敬畏感；自豪感；爱国主义；情绪评价理论

中图分类号：
OHM=

　　　　　　

Ｓｔｕｄ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牞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牞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牞ａｎｄＲｅｖｉｓｉｔ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ｄＴｏｕｒｉｓｍ

ＪｏｓｅＷｅｎｇＣｈｏｕＷｏｎｇ１　ＸｉｅＤｅｎｇｍｉｎｇ１　ＹａｎｇＴｉｎｇ２　ＨｏｎｇＦａｎｇ１

牗１．Ｍａｃ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牞Ｍａｃａｏ牷

２．Ｈａｉ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牞Ｈａｉｋｏｕ牘

９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Q%7 $"-2(1/ .,1 4%%0 3*,+(06 , 2"*% (0 3,$2("$(1/ %7-',$("08 !"#%)%2> $.% f-%1$("0 "&


."# 2%7 $"-2(1/ (013(2%1 $"-2(1$ 3,$2("$(1/


1$(** *,'@1 %/3(2(',* 2%1%,2'. 1-33"2$8 B.-1> 4,1%7 "0

$.% %/"$("0,* %),*-,$("0 $.%"2+> $.(1 1$-7+ 7%)%*"31 ,07 $%1$1 , '"0'%3$-,* /"7%* *(0@(06 2%7 $"-2(1/

1$-7+ ,'$()($(%1> ,#%b32(7%> 3,$2("$(1/> ,07 2%)(1($ (0$%0$("08 Z;9a 9S5 #,1 ,7"3$%7 $" ,0,*+U% $.%

),*(7 f-%1$("00,(2% 7,$,8 B.% 2%1-*$1 (07(',$% $.,$` 2%7 $"-2(1/ 1$-7+ ,'$()($(%1 3"1($()%*+ ,&&%'$ ,#%

,07 32(7%C ,#% ,07 32(7% 3"1($()%*+ ,&&%'$ 3,$2("$(1/C 2%7 $"-2(1/ 1$-7+ ,'$()($(%1 7" 0"$ 7(2%'$*+

(/3,'$ 3,$2("$(1/ 4-$ (013(2% 3,$2("$(1/ $.2"-6. ,#%C ,#%> 32(7%> ,07 3,$2("$(1/ ,2% 3"1($()%*+ 2%*,$%7

$" $"-2(1$1


2%)(1($ (0$%0$("08 B.% &(07(061 "& $.(1 1$-7+ '"0$2(4-$% $" $.% -07%21$,07(06 "& $.%

6%0%2,$("0 /%'.,0(1/ "& $"-2(1$ 3,$2("$(1/> #.('. (1 4%0%&('(,* $" $.% 7%)%*"3/%0$ "& 2%7 $"-2(1/ (0

J.(0,8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
2%7 $"-2(1/C 1$-7+ ,'$()($(%1C ,#%C 32(7%C 3,$2("$(1/C $.% %/"$("0,* %),*-,$("0 $.%"2+

引　言

“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旅?是讲好红色故

事的重要场景之一（杜涛等
> <=<D

）。
<==G

年
D<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G

～
<=D=

年全国红色旅?发展规

划纲要》（後文简称
,

《规划纲要》），正式定

义了红色旅?，且
5

调通过红色旅?增
5

全

国人民特
)

是青少年的爱国感情；
<=DI

年

D<

月发?的三期《规划纲要》亦指出红色旅

?发展应突出社会效益，强化教育功能，推

进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
;

化、常态

化。经过近
<=

年的发展，由最初的“增
5

全

国人民特
)

是青少年的爱国感情”到“推进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
;

化、常态

化”，红色旅?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愈加突

出（戴斌等
> <=<D

）。因而，通过红色旅?研

学活动激发红色旅?者的爱国主义是红色

旅?发展的应有之义（徐克帅
> <=DI

）。但

是，红色旅?如何激发旅?者形成爱国主义

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该议题亟待学术关切

（刘欢和岳楠
> <=DL

）。

爱国主义是个体对国家的态度，具体指

个体对国家及其象徵的热爱和尊重（
9(7,



0(-1> %$ ,*8> DMMN

）。在红色旅?情境中，旅

?者所感知到的红色经典人物、红色历史事

?、红色历史遗?等会激发旅?者的积极情

绪（如敬畏感和自豪感）（刘佳等
> <=<D

），产

生积极情绪的旅?者更容易感受到民族历

史和集体文化等，?将注意力投向国家层

面，因而，积极情绪会正向影响旅?者对国

家的态度，如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刘润佳

等
> <=<D

）。爱国主义源於个体对国家的认

同，或者
/

爱国主义体现了国家认同（马得

勇
> <=D<

），
4

言之，爱国主义是国家认同形

成之後的更为深层次的情感态度。
K

睶涛

和杨峻岭（
<=DD

）亦指出，爱国主义是个体

基於对祖国的全面认同而产生的一种肯定

性心理倾向，它涉及到祖国的一切要素，体

现为人们对於自己祖国的整体之爱。当前，

红色旅?的时空范围已拓宽至“
DLG=

年至

今”和“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因此，

以爱国主义来表徵红色旅?情境中旅?者

０７



对国家的整体情感态度具有包容性和适宜

性，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的理解红色旅?者

的情绪、态度和行为。

根据以上论述，本研究基於情绪评价理

论，构建了“红色旅?研学活动
a

敬畏感
b

自

豪感
a

爱国主义
a

重?意愿”模型。研究结

果为理解红色旅?者的心理和行为提供了

依据，有助於推进红色旅?爱国主义教育的

实践，促进红色旅?高质量发展。

１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１１　红色旅?与红色旅?研学活动

红色旅?的前身是革命传统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
<==G

年，一期《规划纲

要》首次正式将红色旅?定义
,

“以中国共

*

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
1

时期（
DM<D

～

DMGM

年）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

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

事迹和革命精神为
#

涵，组织接待旅?者开

展缅怀学习、参观?览的主题性旅?活动”

（左冰
> <=DG

）。二期《规划纲要》扩大了红

色旅?的时间范围，将
DLG=

年以来的在中

国大地上发生的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精

神为主题、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的历史文化遗存纳入红色旅?发展范围。

鉴於此，学界拓展了对红色旅?的定义。王

金伟（
<=<D

）认
,

红色旅?是指“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特
)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1

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

幸福的过程中，以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

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

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
#

涵，组织接待

旅?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览的主题性旅

?活动”。基於以上论述，本研究认
,

红色

旅?是指自
DLG=

年至今，特
)

是在中国共

*

党领导下的革命战
1

时期（
DM<D a DMGM

年），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具有爱国主义

特徵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

的历史事件
b

人物、文化及精神
,#

涵，组织

接待旅?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览的主题

性旅?活动。

研学旅?是“教育”与“旅?”的结合，

狭义的研学旅?侧重教育属性，是指以中小

学生为主体对象，以集体旅行生活为载体，

以提升学生素质为教学目的，依托旅?吸引

物等社会资源，进行体验式教育和研究性学

习的一种教育旅?活动（陈东军等
> <=<=

）。

广义的研学旅?侧重旅?属性，是指旅?者

出於文化求知目的而展开的一种专项旅?

活动（白长虹等
> <=DN

）。广义视角下，研学

旅?的参与主体涉及在校学生、处於人格发

展阶段的青少年群体和不断追求进取的成

年人等，参与形式包含集体组织形式、旅?

团队形式和独立出?形式等（白长虹等
>

<=DN

）。红色旅?研学活动的本质是依皏红

色旅?资源，为旅?者提供学习国家历史、

红色知识和红色精神机会的旅?活动，且
5

调的是对全社会人群，特
)

是青少年（
DG c

FH

岁）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因此，本研究

?用广义视角来理解红色旅?研学活动。

红色旅?研学活动
5

调的是红色旅?之中

的知识学习版块，相较於一般意义上的红色

旅?活动，其重点更为明确。红色旅?目的

地所开发设计的研学活动亦遵循旅?活动

的基本要素：吃、住、行、?、
(

、购，通过观看

?览或亲身体验的方式，向旅?者传播国家

历史、红色知识和红色精神，比如，吃红军

１７



餐，唱红歌，重走红军路，参观纪念馆，观看

实景演出，购买红色纪念品等（李卫飞等
>

<=<D

）。

目前，红色旅?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旅

?的经济与社会效应、红色旅?资源开发与

利用、红色旅?景区评价与管理等方面。经

济效应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区域经济和精准

扶贫，著重分析红色旅?发展为革命老区建

设所带来的经济溢出效应（林莉等
> <=DG

）；

社会效应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红色旅?与身

份的联（徐克帅
> <=DI

），重点关注红色旅

?社会效应可能的方面：红色记忆、集体记

忆、历史认同、文化认同、政党认同和国家认

同等（白凯等
> <=<D

；王金伟
> <=<D

；赵志峰

等
> <=DI

；左冰
> <=DG

；
B,06> %$ ,*8> <=<D

）。概

言之，现有研究通过质性方法分析了旅?者

在红色旅?情境中构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

或红色记忆的路径，以及国家认同等的形成

机制，亦通过定量方法探究了红色旅?活动

对旅?者基於认知层面的影响，但尚未深入

探究红色旅?者基於情感层面的情绪体验

及爱国主义。此外，鲜有研究关注中小学生

之外的其他群体的红色研学旅?体验。因

此，结合红色旅?研学活动探究旅?者爱国

主义的形成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１２　情绪评价理论

情绪评价理论（
%/"$("0 ,332,(1,* $.%"



2+

）由
W20"*7

（
DMI=

）提出，後经
;,U,2-1

（
DMMD

）进一步完善，是解释个体情绪产生

及行为发生的有效理论之一。情绪评价理

论指出，个体行为是“环境刺激
a

认知评价
a

情绪体验
a

行
,

反应”的连续过程，个体基

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环境刺激进行认知

评价，进而
*

生情绪，情绪作
,

认知评价的

结果又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行
,

（
;,U,2-1>

DMMD

；
5""21> %$ ,*8> <=DF

）。其中，环境刺激

源自环境事件、个体关注、历史经历或其他

敏感源（田野等
> <=DH

）。情绪体验是旅?

体验中相当普遍和重要的元素，这亦是旅?

消费者的一个主要消费动机，因此，情绪体

验在旅?者的认知评价和行
,

反应中起著

至关重要的作用（陈钢华等
> <=<=

；
X"*">

<=<D

）。鉴於情绪评价理论对个体情绪和行

为的有效解释力，学者将该心理学理论引入

旅?研究领域，用以解释旅?消费者情绪体

验的前置环境刺激变量和後置态度及行为

反应变量，分
)

涉及旅?活动、目的地形象、

目的地环境和氛围等，口碑推荐、重?意愿、

环境责任行为和国家认同等（田野等
>

<=DH

；
],06> %$ ,*8> <=<D

）。

D


F

　红色旅?研学活动、敬畏感
b

自豪感与

爱国主义

根据情绪评价理论，红色旅?活动和氛

围作
,

环境刺激会诱发旅?者的积极情绪。

李卫飞等（
<=<D

）基於互动仪式链理论，将

红色旅?活动（吃、住、行、?、
(

、购）视作

仪式（符号过程），旅?者通过符号过程与

红色符号（革命精神与红色基因）联起

来，红色旅?活动在整个符号互动过程传

递、
M

起和巩固红色记忆，该互动逻辑体现

了红色旅?活动对旅?者认知、情感和行为

的触发作用。

爱国主义是个体对国家的态度，具体指

个体对国家及其象徵的热爱和尊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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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表现为人民对

祖国江河大地、锦绣山川的依恋，对本民族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骨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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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祖宗先辈的热爱，更表现为对祖国领土

主权、社会制度的维护等 （
K

睶涛等
>

<=DD

）。红色旅?所展现的便是爱国主义情

感的客体对象事物，通过在红色旅?目的地

的研学活动，这些客体对象事物会引导旅?

者有意识无意识地强化对国家的正向认知、

情感和态度，旅?者的爱国主义随之被
M

起。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D

：红色旅?研学活动对旅?者的爱

国主义具有正向影响

现有文献表明，红色旅?活动能
M

起旅

?者的敬畏感和自豪感这两种积极情绪

（刘佳等
> <=<D

）。敬畏感是指当个体面对

广阔的、浩大的，以及超越其当前理解范围

的事物（自然景观、艺术盓作或非凡的人类

行为等）时所产生的惊奇的情绪体验（
Y%*$



0%2> %$ ,*8> <==F

）。敬畏情绪的诱发因素包

含有形性（高山、江河等）、社会文化性（宗

教、历史等）和认知性（进化论、相对论等）

诱导因素（
O2%72('@1"0> <==D

）。红色旅?目

的地，特
)

是具体的红色旅?研学活动，呈

现给旅?者的红色遗?，以及其所承载的历

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红色精神，会让旅?者

感知到历史的宏大、强大和悠长，以及自己

的渺小、无力和困惑，旅?者的敬畏之情便

产生了（刘佳等
> <=<D

；
B-06> %$ ,*8 > <=DD

）。

至於自豪感（
32(7%

），牛津词典对其的

释义是：因为你或与你有联的人做了或取

得了一些成就而获得的快乐和满足感。自

豪感分个人自豪感和集体自豪感。作为集

体自豪感的一种，国家自豪感是指个体对其

所属国家与民族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而深

感光荣的情感（刘佳等
> <=<D

；
K

睶涛等
>

<=DD

）。红色旅?目的地旨在向旅?者展示

和传达
DLG=

年至今中国致力於实现国家昌

盛和民族复兴伟大梦想进程中具有爱国主

义特徵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文化及精神

（徐克帅
> <=DI

）。红色旅?目的地传递的

这些信息，会
M

起和巩固旅?者对中国发展

相关的红色记忆，进而促使旅?者
,

当前中

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感到自豪。因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

：红色旅?研学活动对旅?者的敬

畏感具有正向影响

!<4

：红色旅?研学活动对旅?者的自

豪感具有正向影响

O2%72('@1"0

（
<==D

）基於积极情绪拓展

和建构理论提出，积极情绪会拓宽注意的范

围
>

促使个体
*

生新的想法和新的联。旅

?者在红色旅?目的地所接受的信息以及

所体验的研学活动等，实际联结的是旅?者

与
DLG=

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以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精神为主题的、有代表性的

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因此，旅?者的注意

力会拓宽至这些信息和活动背後的国家层

面的意义，旅?者的注意对象也就由红色旅

?目的地拓宽至国家。情感是态度在生理

上的一种杂而又稳定的评价和体验，是态

度形成的前置因素之一（
X"*"> <=<D

）。因

此，红色旅?者的积极情绪会激发其对国家

的肯定性态度，即爱国主义。基於以上论

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F,

：红色旅?者的敬畏感对爱国主义

具有正向影响

!F4

：红色旅?者的自豪感对爱国主义

具有正向影响

１．４　敬畏感／自豪感、爱国主义与重?意愿

根据情绪评价理论，情绪会对个体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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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态度和行
,

反应
*

生影响（
],06> %$ ,*8>

<=<D

），该影响路径在其他旅?情境下已得

到诸多支持（
B-06> %$ ,*8> <=DD

），红色旅?

相关实证研究也已验证敬畏感和自豪感对

旅?者的国家认同和文明旅?行为意向具

有正向影响（刘佳等
> <=<D

；郭俊玲等
>

<=DL

）。刘欢等（
<=DL

）借助定性研究方法，

构建了红色旅?情境下情绪
M

起对旅?者

认知态度的影响机制模型，其中，认知态度

包含对历史、政党和国家等的态度，以及对

目的地的态度（满意度、重?和推荐等）。

通过参与红色旅?研学活动，旅?者对中国

发展进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等方面有了

更为深刻的认知，产生了震撼、崇敬和自豪

等积极情感，进而增强了对国家的肯定性态

度，以及引导旅?者表现出特定的积极行为

（刘欢等
> <=DL

；
K

睶涛等
> <=DD

）。但是，红

色旅?者的积极情绪（敬畏感及自豪感）与

积极态度（爱国主义）和重?意愿之间的正

向关尚未被检验。因此，基於以上论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G,

：红色旅?者的敬畏感对其重?意

愿具有正向影响

!G4

：红色旅?者的自豪感对其重?意

愿具有正向影响

!H

：红色旅?者的爱国主义对其重?

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基於以上假设，本研究构建了红色旅?

研学活动、敬畏感
b

自豪感、爱国主义和重?

意愿之间的关模型（见图
D

）。

图
D

　研究模型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共涉及
H

个变量，其

中，红色旅?研学活动的测量量表借鉴左冰

（
<=DG

）的研究，实际观测的是旅?者对
H

类基本被所有红色旅?场景所涵盖的研学

活动的满意度。满意度是指旅?者对红色

旅?研学活动过程中特定服务遭遇的满意
b

不满意，这种总体认知评价是基於对期望和

实际体验感知的比较（
e*()%2> DML=

），能够

合理表徵旅?者对红色旅?研学活动这一

环境刺激的认知反应。关於该变量的测量，

问卷中设置有以下备注“如在旅行过程中

未体验以下活动，请跳过对应题目，不用作

答”。敬畏感和自豪感的测量量表参考刘

佳等（
<=<D

）的研究，爱国主义的测量量表

借鉴
9(7,0(-1> %$ ,*8

（
DMMN

）的研究，重?意

愿的测量量表参考
]"06> %$ ,*8

（
<=<=

）的研

究。通过中英文回译方法提升量表的
#

容

效度。此外，邀请两位专家和两位研究生逐

一
N

读题项，根据反馈意见对题项的用词、

表述进行完善。所有题项均?用
;(@%2$ N

点量表进行测量（
D

表示完全不认同，
N

表示

完全认同）。调研问卷共包含
G

个部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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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

明和红色旅?定义，筛选问题，变量测

量题项和人口统计信息题项。筛选问题
,

“您在近半年
#

是否有红色旅?经历”，受

访者回答“是”则邀请其继续填写问卷，

“否”则停止调研?向其
/

明原因。人口统

计信息题项包含性
)

、年龄、学历、职业和月

收入
b

月生活费。本研究邀请旅?管理专业

的学生参与预调研，共收集了
F=

份有效样

本数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各构念的
J2"0



4,'.

’
1 α系数均大於 =8L

，表明量表具有良

好的信度。

２２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正式调研於
<=<<

年
DD

月
DN

日至
<<

日开展，委托专业调研平台腾讯问

卷向年满
DL

岁的受访者发放调查问卷。共

回收问卷
FDN

份，剔除不符合填答规范的问

卷（如，答案全部一样，明显填答不认真

等），共得到
<LD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LL8Id

。本研究共有
DL

个测量题项，有效

样本数量大於题项的
D=

倍，符合样本量的

基本要求。受访者的人口特徵信息如表
D

所示。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

青年发展规划（
<=DI a <=<H

）》，青年的年龄

范围
, DG c FH

岁。此外，根据王金伟

（
<=<D

）编撰的《中国红色旅?发展报告

（
<=<D

）》，红色旅?的?客群体呈现年轻化

趋势，青少年为主要?客群体。最後，红色

旅?《规划纲要》亦明确指出红色旅?发展

应强调青少年的爱国教育。因此，从以上三

方面文献资料中可知，本研究的样本，特
)

是年龄分?（
DL c <H

岁?比
I=8Hd

）符合红

色旅?的市场情况。

表
D

　人口统计特徵

项目 类型 频数 百分比

性
)

男
DH< HG8D

女
D<M GH8M

年龄

DL c <=

岁
NM <L8D

<D c <H

岁
MD F<8G

<I c F=

岁
GF DH8F

FD c FH

岁
GN DI8N

FI c G=

岁
DF G8I

GD c GG

岁
L <8M

学历

高中及以下
HM <D8=

大学专科
NN <N8G

大学本科
DFH GL8=

硕士及以上
D= F8I

职业

学生
HL <=8I

国家公职人员
GM DN8G

企业职员
D=N FL8D

个体经营者
<D N8H

自由职业
FG D<8D

其他
D< G8F

月收入

F===

及以下
L< <M8<

F==D c H=== NL <N8L

H==D c N=== HG DM8<

N==D c D==== G= DG8<

D===D

及以上
<N M8I

３　数据分析及结果

３１　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用
9/,2$ Z;9 F8=

软件对有效

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信效度

的检验结果如表
<

和表
F

所示，所有测项的

峰度和偏度的
6

对值均小於
F

，表明数据服

从正态分布，适合进行後续分析。所有变量

的
J2"04,'.

’
1α介於 =8LNG c =8MFG

之间，组

合信度（
JQ

）介於
=8M=N c =8MHL

之间，平均

方差萃取量（
WXS

）值介於
=8II< c =8LLF

之

间，分
)

大於
=8N

、
=8N

和
=8H

；所有题项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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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载荷介於
=8NHM c =8MGH

之间，大於
=8N

的

标准值；各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

大於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数。表明本研

究的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收敛效度和

区
)

效度（
!,(2> %$ ,*8

，
<=DD

）。

表
<

　信度与效度

变量 测项 均值 标准误 峰度 偏度 因子载荷

红色旅?

研学活动

QB9WD I8DND =8MFM D8=MI a D8=NF =8LIF

QB9W< H8LG= D8D<H =8=NL a =8NHD =8LFM

QB9WF H8NFN D8DHG a =8ND< a =8GGM =8NL=

QB9WG H8NLI D8DNN a =8NIG a =8HG= =8NHM

QB9WH I8DGM =8MHG a =8F=N a =8L<F =8L<F

敬畏感

W]SD I8<FH =8M<D =8GGN a D8=I= =8LMH

W]S< I8F<G =8LLG =8M=D a D8<D< =8LMG

W]SF I8GN= =8L<< D8DI< a D8GGN =8M<I

自豪感

ZQTD I8GNF =8LFH <8<HL a D8IIH =8MF<

ZQT< I8GFD =8LFF D8F=M a D8FMH =8M<D

ZQTF I8GLL =8NNL D8IGF a D8H=N =8MFL

爱国主义

ZWBD I8H<= =8NLN <8N== a D8NFN =8MGF

ZWB< I8N=H =8I<D F8=G= a <8=<F =8MGH

ZWBF I8NFN =8I<D H8<IL a <8GF< =8MFD

重?意愿

QXTD I8IL= =8NDG G8FGI a <8<NG =8MDF

QXT< I8<G< =8MNM =8LIH a D8<D= =8MDG

QXTF I8<NG =8MF< =8ID= a D8D<M =8LMM

QXTG I8DNG D8=DN =8LII a D8DF< =8LD=

３２　结构模型评估

Z;9a 9S5

方法中，可使用决定系数
Q

<

和外生变量对
#

生变量的解释效果量指标

&

<来辅助评估。
Q

<反映了
#

生变量能够被

外生变量解释的程度，
=


<H

、
=


H=

和
=


NH

分
),

弱、中和
5

解释力的临界值，敬畏感、

自豪感、爱国主义和重?意愿的
Q

<分
),

=


G=D

、
=


FMF

、
=


FDG

和
=


GNH

，表明外生变

量对
#

生变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红色旅

?活动对爱国主义的解释效果指标
&

<

,

=


===

，其他变量间的解释效果指标
&

<均大

於
=


=<

，处於可接受范围。研究模型的

9Q5Q

值
, =


=I=

（
o=


=L

），
[OT

值
, =


LHM

（
p=


L=

），表明研究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

度（
!,(2> %$ ,*8

，
<=DD

）。
表

F

　信度、收敛效度与区
%

效度

J2"04,'.

’
1α JQ WXS

O"20%**a ;,2'@%2 J2($%2("0

QB9W W]S ZQT ZWB QXT

红色旅?研学活动
QB9W =8LNG =8M=N =8II< =8LDG

敬畏感
W]S =8LM= =8MF< =8L<= =8IFF =8M=H

自豪感
ZQT =8M<< =8MHD =8LII =8I<N =8NL< =8MF=

爱国主义
ZWB =8MFG =8MHL =8LLF =8FLF =8HGF =8HD< =8MG=

重?意愿
QXT =8M=L =8MFH =8NLG =8IF= =8I<D =8IHL =8GND =8L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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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直接效应检验

Z;9a 9S5

分析结果如表
G

所示，红色

旅?研学活动对爱国主义的正向影响不显

著（β＝００１８，ｐ＝０８３５），!D 未得到支持。

红色旅?研学活动对敬畏感和自豪感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 （β＝０６３３，ｐ＜０００１；β＝

０６２７，ｐ＜０００１），
!<,

和
!<4

得到支持。

敬畏感和自豪感对爱国主义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β＝０３６０，ｐ＜００１；β＝０２１９，ｐ＜

００５），
!F,

和
!F4

得到支持。敬畏感和自

豪感对重?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０２２３，ｐ＜００５；β＝０４１３，ｐ＜０００１），

!G,

和
!G4

得到支持。爱国主义对重?意

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０１３９，ｐ＜

００５），
!H

得到支持。
#

部方差膨胀系数

（
XTO

）均小於
F


F

，因此预测变量不是线性

相关的，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2>

%$ ,*8

，
<=DD

）。

表
G

　
Z;9a 9S5

分析结果

假设路径 路径系数 Ｐ值
XTO ｆ２ 结果

!D

：红色旅?研学活动→爱国主义 =8=DL =8LFH D8L=G =8===

不支持

!<,

：红色旅?研学活动→敬畏感 =8IFF =8=== D8=== =8IIL

支持

!<4

：红色旅?研学活动→自豪感 =8I<N =8=== D8=== =8IGL

支持

!F,

：敬畏感→爱国主义 =8FI= =8==< <8LDL =8=IN

支持

!F4

：自豪感→爱国主义 =8<DM =8=FM <8NLG =8=<H

支持

!G,

：敬畏感→重?意愿 =8<<F =8=FG <8NND =8=FG

支持

!G4

：自豪感→重?意愿 =8GDF =8=== <8IGM =8D<F

支持

!H

：爱国主义→重?意愿 =8DFM =8=G< D8GHL =8=<H

支持

３４　间接效应检验

间接效应结果显示，红色旅?研学活动

→敬畏感→爱国主义（β＝０２２８，ｐ＜００１，

MHd

置信区间
,

：
=


=L=

，
=


FNL

），红色旅?

研学活动→敬畏感→重?意愿（β＝０１４１，
ｐ＜００５，

MHd

置信区间
,

：
=


=D<

，
=


<LN

），

红色旅?研学活动→自豪感→重?意愿（β
＝０２５９，ｐ＜ ００１，

MHd

置信区间
,

：

=


D<<

，
=


G=M

）三条间接影响路径是成立的，

其他间接影响路径未得到支持。

４　结论与启示

４１　结论

本研究基於情绪评价理论构建?验证

了“红色旅?研学活动
a

敬畏感
b

自豪感
a

爱

国主义
a

重?意愿”模型。主要研究结论如

下：红色旅?研学活动对敬畏感和自豪感具

有正向影响，即红色旅?目的地所提供的一

系列红色旅?研学活动能
M

起旅?者的积

极情绪（敬畏感和自豪感）；敬畏感和自豪

感对爱国主义具有正向影响，即旅?者在红

色旅?目的地被
M

起的敬畏感和自豪感越

强烈，则越能激活旅?者的爱国主义；红色

旅?研学活动对爱国主义的直接正向影响

不显著，但“红色旅?研学活动
a

敬畏感
a

爱

国主义”的间接效应显著成立；敬畏感、自

豪感和爱国主义对重?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相较於敬畏感，自豪感的影响更大。总结发

现，敬畏感对爱国主义的影响效果大於自豪

感，自豪感对重?意愿的影响效果大於敬畏

感，且敬畏感在红色旅?研学活动和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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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而自豪感在二者之间

无中介效应。其原因可能是当前红色旅?

目的地所呈现的主要是
DM<D

—
DMGM

年期

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外敌及国民党

政府的革命和战
1

时期的历史、事?和精

神，战
1

背後是牺牲与奉献，在此背景下，旅

?者所感知到的敬畏感
5

过自豪感。相较

於敬畏感，自豪感对重?意愿的影响更大，

由於自豪感是基於对国家的认同，是一种愉

快的积极情绪体验，而敬畏感与牺牲和奉献

相联，是一种痛苦的积极情绪体验，因此

自豪感更能促成旅?者通过继续参与红色

旅?来寻求这种情感体验。

４２　理论贡献

第一，通过定量研究揭示了红色旅?情

景中旅?者爱国主义激活的机制。发挥爱

国主义教育作用是红色旅?发展的应有之

义，现有研究对红色旅?情景中爱国主义的

理解仅限於质性研究所得结论，如钟士恩等

（
<=<D

）的研究解答了“爱国主义是甚
3

”以

及“旅?情景中的哪些要素能
2

激活爱国

主义”等问题。本研究的假设检验结果回

应了引言中提出的研究问题，贡献在於进一

步回答了“红色旅?情景中爱国主义是如

何被激活的”，响应了刘欢等通过定量分析

检验基於质性分析所构建的“红色旅?者

情绪
M

起与教育机制模型”的建议（刘欢

等，
<=DL

）。

第二，将爱国主义概念引入红色旅?定

量研究，延伸了红色旅?者心理和行为实证

研究的脉络。红色旅?是政治社会化，以强

化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的重要途径（徐克

帅
> <=DI

），且爱国主义源於对国家的认同，

但以往相关定量研究囿於相关“认同”变

量，未触及更深层次的爱国主义。王金伟等

（
<=<D

）的研究结果表明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会正向影响旅?者的出?意愿，本研究的结

论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该研究结果。本研

究探索性地引入爱国主义概念及测量量表，

为未来红色旅?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可探

索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起到
O

砖引玉作

用。

第三，丰富了红色旅?研究情景中旅?

者情绪体验相关研究。相较於其他类型的

旅?，红色旅?目的地所营造的环境和氛围

较易
M

起旅?者的情绪，因而情绪是红色旅

?者心理和行
,

研究的关键切入点。刘润

佳等（
<=<D

）的研究分析的是普遍意义上的

红色旅?者情绪，刘佳和滕金腸（
<=<D

）的

研究未分析红色旅?者情绪的前置因素，鲜

有研究论及红色旅?者的未来行为意向。

鉴於此，本研究的贡献在於综合分析了两种

特定情绪的前置外部因素和後置因素，?首

次证实爱国主义是旅?者情绪体验的後置

因素，符合前人基於情绪评价理论所得出的

“情绪
a

认知
b

态度”逻辑关（
B-06> %$ ,*8>

<=DD

），是基於情绪视角分析红色旅?者未

来行为意向前置因素的探索性研究。

４３　管理启示

在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作用方面，相对而

言，应突出敬畏感的作用。研究结论表明，

旅?者的爱国主义的关键前因是敬畏感，因

此，红色旅?目的地在运营研学旅?项目

时，应重视在旅?线路和产品设计、旅?故

事讲述、旅?氛围营造等方面体现出历史故

事
b

人物、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宏大、强大

８７



和悠长，以此来
M

起旅?者的敬畏之情，从

而激活旅?者的爱国主义。例如，通过兴建

主题纪念馆、讲解员的故事讲述和
XQ

等技

术的形式呈现战
1

中革命先辈的勇敢、无私

等非凡行为，来塑造历史故事整体或特定历

史人物的令人敬畏的形象，以激活旅?者的

爱国主义。

在促进红色旅?目的地高质量发展方

面，相对而言，应突出自豪感的作用。根据

研究结论，自豪感是旅?者继续参与红色旅

?意愿的关键前因，因此红色旅?目的地应

重视为旅?者提供自豪感的情绪体验，如呈

现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国家富强的见证

等，以此来
M

起旅?者的自豪之感。例如，

在研学旅?项目中，通过举行不同主题的展

演活动，通过文字、影像等呈现革命战
1

中

所体现出的民族智慧、民族胜利等，以及国

家昌盛和民族复兴伟大梦想进程中国家实

力增长等令人自豪的
#

容。

４４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鉴於本研

究?用线上调研方式收集样本数据，在数据

收集方式和样本量在代表性方面存在一定

的局限，未来研究可以更具针对性地在红色

旅?研学目的地实地开展调研，以确保受访

者对红色研学的体验具有较
5

的感受。其

次，本研究将国际文献中的爱国主义量表引

入中国情景?开展定量研究，但学界对爱国

主义的结构、维度和量表尚未有定论，未来

研究可以聚焦中国情景更为深入地探究爱

国主义的概念
#

涵及测量方法。再次，本研

究立足红色旅?情景，基於情绪评价理论引

入敬畏感和自豪感这两种积极情绪变量，未

来研究可以继续挖掘红色旅?者的其他积

极情绪。最後，本研究基於定量研究范式探

究红色旅?研学活动对旅?者情绪反应和

爱国主义的激活作用，但对红色旅?实现爱

国主义教育的过程机制?未进行深入的刻

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运用质性研究范式，

对红色旅?者进行访谈，以细地揭示红色

旅?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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