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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讲好湾区红色故事

———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 １２４ 位市级红色景区讲解员的调查

顾林健ꎬ江文怡ꎬ敖释文ꎬ吴　 昭ꎬ梁恩海

(佛山大学人文学院ꎬ广东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粤港澳三地在历史上拥有同气连枝、守望相助的光荣传统ꎬ以及共同携手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美好前景ꎮ 如何讲好红色湾区故事ꎬ红色文化讲解员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ꎮ 本研究旨在建立红色文化讲解员评价体系ꎬ探索提升其讲解能力的培训机制ꎮ 本研究发

现ꎬ三地群众对红色文化认知存在差异ꎬ青年群体需外化行为来认同ꎬ且讲解员存在专业性和互

动不足等问题ꎮ 提出了加强地区红色文化交流、完善评级认证体系、强化管理制度和提升综合

水平的建议ꎮ 这些举措有助于促进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ꎬ提升红色文化讲解的质量和影响力ꎬ
为粤港澳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贡献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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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一)人文湾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时代要求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ꎬ指出“共建人文湾区”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东省
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党中央赋予广东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重大机遇ꎬ并称南粤大地为
“革命的热土”ꎮ “人文湾区”是对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更深刻、更具体的定位ꎬ即坚定文化自信ꎬ继承并
弘扬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历史纽带ꎬ充分发掘大
湾区文化资源ꎬ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ꎮ 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ꎬ持
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宣传教育ꎬ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ꎮ”大湾
区是中国近代史起点、大革命的策源地与改革开放
的前沿地ꎬ“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ꎬ红色文化
在粤港澳三地都有深厚的基础ꎮ 粤港澳红色文化
资源有效转化有利于推动湾区教育和人文精神的

深度融合ꎬ凝聚湾区共识”ꎮ
(二)粤港澳红色文旅发展对讲解员群体的新

需求

广东省与粤港澳旅游推广机构及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旅游联合会协力整合资源ꎬ发挥文旅融合在
国情教育、岭南特色文化传承等方面对港澳青少年
的独特作用ꎮ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ꎬ粤港澳大湾区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更加突出红色旅游的理想信
念教育功能ꎬ更加强调红色旅游的内涵式发展ꎮ 当
下ꎬ集体参观、研学、个人旅游等活动使各大红色景
区、革命纪念场馆、革命旧址及故居对专业的红色
讲解员需求量增大ꎮ 随着全国及部分省举办的红
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五好红色导游培养活动的开
展ꎬ红色场馆、红色文化讲解员日益受到关注ꎬ也越
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ꎮ “每一次讲解是一个相
互作用、相互沟通交流的过程ꎮ 优秀的讲解员能加
深游客对红色景区文化和内涵的理解ꎬ最终实现红
色旅游的教育功能ꎮ”研究红色文化讲解员讲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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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有助于了解红色文化景区、场馆观众的构成、需
要、兴趣以及观众对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反馈ꎬ以便
为红色景区、场馆提供有效参考ꎬ及时地改进宣传
工作ꎬ提高宣传质量ꎬ加强红色文化讲解员与受众
的联系ꎮ 通过实地调研粤港澳大湾区 １１ 个城市的
红色景区、场馆ꎬ深入对话讲解员ꎬ将质性研究和量
化分析相结合ꎬ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优秀红色文化讲
解员档案ꎬ为各地的相关单位了解红色文化讲解员
情况、设红色文化讲解队伍提供科学依据ꎬ筑牢红
色讲解员这一红色文化与受众之间的桥梁ꎬ满足文
旅新发展所提出的需求ꎬ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定人民信仰的同时使粤港澳大湾区红色文化展
现恒久魅力和时代风采ꎮ

二、基本思路

(一)核心概念

１.红色文化
本文研究的红色文化是从其狭义的角度而言ꎬ

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产生ꎬ并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在以暴力革命或武装斗争为

主要形式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革命时期形成的

革命文化ꎮ 红色文化立足和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ꎬ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ꎬ同时ꎬ
红色文化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红色文化讲解员

“讲解是以陈列内容为基础ꎬ以语言为主要表

达方式ꎬ借助其他辅助的表达形式ꎬ将知识和信息

传递给观众的一种社会活动ꎮ”“红色文化讲解员是

工作在红色景区、场馆的红色文化讲解员ꎬ他们不

仅是将场馆红色历史向听众讲解ꎬ还需要将红色文

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ꎬ优秀革命精神等传递给听

众ꎮ”所以红色文化讲解员对比于普通文化讲解员ꎬ
其肩负的身份是多样的ꎬ他是场馆的红色文化讲解

员ꎬ是红色文化的“老师”ꎬ是听众和红色文化之间

的纽带ꎬ承担着不一样的责任ꎮ
(二)研究现状

１.红色文化传承传播

目前ꎬ红色文化传承传播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

一个热点ꎮ 通过知网进行检索ꎬ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底ꎬ以“红色文化传承传播”为篇关摘的学术期刊论

文共有 ７０２ 篇ꎬ学位论文 ２９５ 篇ꎮ 总体来看ꎬ学者们

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ꎮ 一是对红色文化保

护与传承现状的研究ꎬ且这方面的论文常通过结合

区域红色文化进行相关研究ꎬ如徐保玮的“高职学

生红色文化传承现状与问题分析”、刘洋洋的“互联

网条件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以甘肃

红色文化为例”、程德兴的“红色文化的再生产与传

承:文化生产视角下的反思———以大陈岛垦荒精神

为例”等ꎮ 二是红色文化传承传播新路径的研究ꎬ
即通过对具体现状分析ꎬ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

设思路ꎬ此类研究与第一类相比ꎬ数量明显偏多ꎮ
如李忠庆的“新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与红色基

因传承路径研究”ꎬ从创新传承理念、丰富传承内

容、拓展传承平台等方面提出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建

议ꎻ也有学者利用现代发展的技术对文化的传承进

行研究ꎬ李一博的数字化时代“红色文化”的创新性

传播与传承路径探析从提升传播主体认知水平、增
强传播形式的创新性、整合传播内容的完善性这三

方面进行深刻探讨ꎬ提出了相应措施ꎬ为同类研究

提供了学术启发与资料支撑ꎮ
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播ꎬ长时间以来都是以讲解

为主ꎬ而现在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现代

科技去更好地提升传播效果ꎬ多数的红色文化展馆

也是如此ꎮ 但是郑治伟等人在文旅融合视角下的

博物馆讲解员研究进展及启示的研究中认为在一

些文化景点场馆的解说系统当中ꎬ也出现了更多高

科技的解说和导览手段ꎬ却依旧不能忽略讲解员在

游客文化体验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ꎮ 主要在于讲

解员经验的积累以及个性化的讲解方式是其他讲

解方式所不能实现的ꎮ
２.红色文化讲解员

为探究“红色文化讲解员”在相关领域中的研

究情况与方向ꎬ进行了关键词的分析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中国知网中“红色文化讲解员”关键词发文量与年度关系

为了进行客观的呈现ꎬ以关键词“红色文化”与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ꎬ
共检索到 ３２４０４ 条来源文献ꎬ包括作者、标题、来源

出版物、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作者单位等字段ꎮ
通过分析ꎬ目前对“红色文化”及“青年理想信

念教育”的研究成果较丰富、维度较广ꎬ但以“红色

文化讲解员”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ꎮ 本分析使用

工具为信息可视化分析图谱ꎬ它能够有效探测“红
色文化讲解员”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ꎮ 首先

对获取的所有题录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ꎬ了解“红
色文化讲解员”的研究前沿ꎻ然后利用关键词共现

分析ꎬ分析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ꎬ探索“红色文化讲解

员”的主题与热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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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红色文化讲解员”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通过分析图谱ꎬ其中聚点越大的关键词代表该

节点关键词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关注ꎬ是“红色文化

讲解员”的前沿关键词ꎬ如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精

神、红色资源、文化传播、讲解员培训等等ꎬ其中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中论文发表为多ꎬ２０２３ 预测发文量将

会增加ꎮ
结果得到“红色文化讲解员”相关领域研究主

要分布于对“红色文化讲解员”本身的定义和特征
的探讨ꎬ包括“红色文化讲解员”的概念、角色、职责
等方面的研究方面ꎮ 其次是对“红色文化讲解员”
在红色旅游、红色教育等领域中的应用情况的研
究ꎬ包括红色文化讲解员在这些领域中的作用、效
果等方面的研究ꎬ讲解员素质培训的意义揭示ꎬ讲
解员培训发展方向以及现状分析等等ꎮ 此外ꎬ还有
一些研究关注“红色文化讲解员”在传统文化保护、
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作用ꎮ 而实际上对于红色文化
讲解员该如何讲好这个红色文化ꎬ并没有形成一个
系统的全面的研究ꎬ多数研究是以单个方面或多个
方面切入去研究讲解技巧、讲解员素质等等ꎬ如王
蕊在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表达技巧研究中从红色
教育基地和讲解员两个角度出发ꎬ以政治站位、表
达技巧、选拔制度、传播方式为着力点ꎬ探讨如何讲
好中国故事ꎻ陈麓尧在纪念馆讲解员讲解服务技巧

研究中从多个角度入手ꎬ详细探讨纪念馆讲解员如
何切实提升自身的讲解服务技巧与能力ꎻ而相对系
统的是赵辉的红色旅游景区讲解员胜任力特征及

评价研究ꎬ他从知识素养、专业技能、职业品格、人
格特质四个维度构建了红色景区讲解员胜任力模
型ꎮ 总的来说ꎬ关于红色文化讲解员这一特定群体
及其系统培养机制的研究依旧存在较大的可探索
空间ꎬ关于大湾区红色文化讲解员群体的研究更是
屈指可数ꎮ 从研究现状来看ꎬ补充大湾区红色文化
讲解员的群体研究将能明显、有效地填补这一领域

的空白ꎮ
(三)研究设计

１.研究思路
通过文献研究ꎬ我们发现目前对于红色文化讲

解员的研究都比较零散ꎬ许多学者都是针对某一方
面做研究ꎬ缺少完善的体系内容ꎮ 我们先提取整合
现有的研究成果ꎬ再结合访谈初步构建红色文化讲
解员评价体系ꎬ依据评价制作调查问卷访谈提纲ꎮ
在问卷正式发放之前ꎬ先在小范围进行预发放ꎬ通
过问卷的预调查收集反馈与数据分析ꎬ再对问卷进
行修改和完善ꎬ最终进行问卷的大范围投放ꎬ并寻
找讲解员和受众进行访谈ꎮ 在回收问卷以及整理
好访谈材料之后ꎬ依据红色文化讲解员评价体系
(如表 １ 所示)进行数据分析和访谈分析ꎬ最终得出
结论和相应的对策ꎮ 研究框架如图 ３ 所示ꎮ

表 １　 红色文化讲解员评价体系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指标

自我认知

资历

专业能力

讲解

学历

担任讲解员年限

讲稿功底

知识储备

组织能力

协调能力

合作交流能力

教育能力

能力认证

讲解场次

讲解反馈

讲解效果

讲解情况

外部评价

印象感官

语言仪态

景点讲解

自我介绍是否清晰

友好感

仪容仪表

言行举止

语言语调

表达能力

讲解内容

条理结构

文化内涵

讲解技巧

讲解词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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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研究框架

２.调查过程

(１)访谈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半结构化访谈方式ꎬ依据红色

文化讲解员评价体系ꎬ制作访谈提纲ꎮ 我们的访谈

分为讲解员和受众两个部分ꎮ
对于讲解员的访谈ꎬ从讲解员的自我认知层面

入手ꎬ分别从资历、专业能力和讲解三个维度深入

挖掘讲解员的实际状况ꎮ
对于受众的访谈ꎬ我们从外部评价入手ꎬ分别

从印象感官、语言仪态和景点讲解三个维度侧面调

查场馆红色文化讲解员讲解的整体情况ꎮ
这两部分就是本研究质性研究的主要内容ꎬ访

谈也是我们获得最直观最实际情况的重要来源ꎮ
除了对以上两类人员进行访谈ꎬ我们还对红色场馆

附件的群众进行交流访谈ꎬ以求获得更加客观实际

的信息内容ꎮ 如表 ２ 所示ꎬ我们共访谈了来自 １１ 个

地级市、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红色文化讲解员共 １２４
人ꎬ并对其中的 ４０ 位红色文化讲解员进行深入

访谈ꎮ

表 ２　 实践情况

地区 红色文化景区 数量 采访对象数

广州市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黄花岗公园内)、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广州起义纪念馆

５ １８

佛山市

粤中纵队纪念馆、
大沥革命烈士纪念碑、

陈铁军故居、
吴勤烈士陵园

４ １１

中山市

孙中山故里、
中山革命烈士陵园、
辛亥革命纪念公园

３ １８

东莞市 东江纵队纪念馆 １ ６

江门市

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
纪念周恩来总理

视察新会图片展览馆、
台山林基路烈士系列纪念馆

３ １０

肇庆市

肇庆阅江楼

(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
宁县农民协会旧址(梁家祠)、

粤桂湘边纵队纪念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

司令部旧址、
周其鉴故居陈伯忠故居、

肇庆市博物馆

(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
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７ ２１

深圳市

深圳革命烈士陵园、
深圳博物馆、

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

代表大会纪念馆、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４ ９

珠海市

珠海烈士陵园杨鲍安陈列馆、
林伟民与中国早期

工人运动史迹陈列馆、
珠海市革命史料陈列馆

３ １５

惠州市

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

叶挺纪念馆

３ １０

香港

特别

行政区

香港孙中山纪念馆、
香港回归纪念塔、
香港文化博物馆、
香港海防博物馆

４ ４

澳门

特别

行政区

孙中山市政纪念公园、
澳门博物馆、
冼星海纪念馆

３ ２

总计 ４０ 个场馆、１２４ 位红色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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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问卷调查法

为了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ꎬ本研究的问卷ꎬ依
据红色文化讲解员评价体系ꎬ分为了三份ꎬ分别面

向场馆附近的群众、场馆的听众ꎮ 通过分析面向场

馆附近群众和场馆听众的问卷ꎬ我们可以得到当下

粤港澳大湾区群众对红色场馆的参观状况以及对

红色文化的了解情况ꎬ而通过分析红色文化讲解员

问卷及访谈ꎬ可以分析目前红色文化讲解员讲解现

状和讲解反馈ꎬ从而探索红色文化更好的传播ꎮ 在

经过小范围的问卷预发放和完善之后ꎬ就进行了

大范围投放ꎮ 三份问卷的投放又各有不同ꎬ我们

在探寻大湾区的各个红色遗迹时ꎬ我们会先对讲

解员进行问卷发放ꎬ再对来访的听众进行发放ꎬ最
后就是对场馆的方圆一公里进行群众问卷的大规

模投放ꎮ
(３)调研过程

本次共回收有效问卷 ２２８９ 份ꎮ 如表 ３ 所示ꎬ问
卷总体性别分布较均衡ꎬ男:女大约为 ４:６ꎻ问卷调

查群体以青年为主ꎬ１５ ~ ２５ 岁群体的人数占比达

５７.０１％ꎬ超过总数的一半ꎻ调查群体涉及各个学历

阶段的人ꎬ其中本科学历的人数约占四成ꎻ问卷群

体的政治面貌以普通群众和共青团员为主ꎬ两者之

和占比达 ８３.２２％ꎻ问卷的群体涉及各行各业ꎬ但学

生群体占总数的近四成ꎮ 如图 ４ 所示ꎬ问卷群体所

在地涉及广东省各个地区ꎬ但主要群体聚集在粤港

澳大湾区ꎬ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
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城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

特别行政区两个行政区ꎮ

表 ３　 群众问卷不同人口属性的样本的分布(Ｎ＝ ２２８９)

属性 ｎ 百分比

性别
男 ９２４ ４０.３７％

女 １３６５ ５９.６３％

年龄段(岁)

０~１４ ２２８ ９.９６％

１５~２５ １３０５ ５７.０１％

２６~４５ ５７３ ２５.０３％

４６~６０ １３８ ６.０３％

６１ 以上 ４５ １.９７％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３５１ １５.３３％

中专 １３２ ５.７７％

高中 ３６３ １５.８６％

大专 ３３６ １４.６８％

本科 ９６６ ４２.２０％

研究生及以上 １４１ ６.１６％

　 　 续表 ３

属性 ｎ 百分比

政治面貌

普通群众 １０７７ ４７.０５％

共青团员 ８２８ ３６.１７％

预备党员 ８４ ３.６７％

共产党员 ２３４ １０.２２％

其他 ６６ ２.８８％

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８５ １２.４５％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２０７ ９.０４％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

服务人员
４０８ １７.８２％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１１７ ５.１１％

军队人员 ６ ０.２６％

学生 ９１５ ３９.９７％

已退休 ３０ １.３１％

其他 ３２１ １４.０２％

图 ４　 群众问卷不同人口样本的地区分布(Ｎ＝ ２２８９)

(４)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数据的分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ꎬ访谈资

料和问卷数据ꎮ 对于访谈资料ꎬ我们根据分析提

取的内容分析现状ꎮ
第二部分就是问卷数据的分析ꎬ对三份问卷

的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ꎮ 如表 ４ 所示ꎬ听众问卷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９６５ꎬ大于 ０.８ꎬ说明具有

非常高的可信度ꎻ群众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

为 ０.８８３ꎬ大于 ０.８ꎬ同样具有非常高的信度ꎮ 如表

５ 所示ꎬ听众问卷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的 ｐ 值为

０ꎬ小于 ０.０５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４９ꎬ大于 ０.８ꎻ群众问卷

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的 ｐ 值为 ０ꎬ小于 ０.０５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７３ꎬ大于０.８ꎬ表明此问卷结构效度较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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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数据比较适合提取信息ꎮ

表 ４　 听众问卷与群众问卷信度分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信度分析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听众问卷 ０.９６５

群众问卷 ０.８８３

表 ５　 听众问卷与群众问卷效度分析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检验

听众问卷

ＫＭＯ 值 ０.９４９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

检验

近似卡方 １６４５.２２４

ｄｆ ７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群众问卷

ＫＭＯ 值 ０.９７３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

检验

近似卡方 ３４８７２.２１２

ｄｆ ３５１

ｐ 值 ０.０００

三、红色文化讲解员的讲解情况与讲解效果

(一)粤港澳三地红色场馆发展情况

１.粤港澳红色场馆联系增强ꎬ讲解员交流增多

部分红色场馆在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相同的纪

念内容ꎬ粤港澳红色文化讲解员互相交流学习的机

会增多ꎮ 在香港和澳门场馆派往内地的讲解员中ꎬ
进行红色文化交流活动的人数也在上升ꎮ 粤港澳

大湾区越来越多的红色场馆通过交流活动ꎬ不断增

强红色文化宣传力和吸引力ꎬ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

区在红色文化协同开发和应用中的优势ꎮ
２.突出红色文化地域特点ꎬ梳理红色文化联系

粤港澳大湾区红色场馆深入挖掘区域文化内

涵ꎬ打造区域文化特色ꎬ梳理粤港澳大湾区红色文

脉ꎬ例如广东省各地市的革命遗址、纪念馆推出一

系列特色的精品展览ꎬ并运用科技手段创新展陈方

式ꎬ在线上、线下推出丰富多样的主题宣教活动ꎬ传
承革命精神ꎬ赓续红色血脉ꎬ提振文化自信ꎮ 如位

于深圳的中英街历史博物馆ꎬ常设展览«百年中英

街»全面记录和展现了中英街形成、变迁的百年历

史ꎬ四个展厅分别聚焦«开拓———从山里迁来滨海

的客家人» «中英街形成———从鸦片战争到割占香

港岛» «中英街变迁———从抗日烽火到边境管理»
«中英街春天———从改革开放到百年梦圆»四段历

程ꎬ形象生动地向观众讲述发生在中英街上的精彩

历史故事ꎮ
(二)群众参观浏览粤港澳各地红色场馆的

情况

群众自觉了解红色文化意识增强ꎬ聆听红色讲

解兴趣增强ꎮ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ꎬ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升ꎬ人们也不断增强历史自觉ꎬ进一步坚

定了文化自信ꎮ 结合听众、群众和讲解员的调查ꎬ
团队综合分析数据得知近年来到红色场馆参观和

听讲解的人数不断上升ꎬ其中超过 ７０％的人认为红

色文化讲解员的存在是有必要的ꎬ超过 ６０％的人更

倾向于以听讲解员讲解的方式参观ꎬ人们对红色文

化的关注度不断增加ꎬ自发地去红色场馆参观学

习ꎬ并且对红色文化讲解员的认同度也在不断增加ꎮ
(三)粤港澳群众对红色文化的认识现状

１.群众对红色文化的认识呈现较大差异

受多因素影响ꎬ粤港澳群众对红色文化的认识

呈现较大差异ꎮ 团队在线下调研及街头采访中ꎬ我
们发现对于红色文化的了解程度整体呈现内陆>澳
门>香港ꎮ 内陆对红色文化了解的人占 ６０％ꎬ澳门

占 ５０％ꎬ香港占 ４４％ꎮ 其中香港市民对红色文化了

解较少ꎬ对香港历史则表现出较高的了解程度及认

同感ꎮ
２.青年对红色文化认同需要外化行为推动

粤港澳青年对红色文化认同需要外化行为ꎬ且
不乏“例行公事”的情况ꎮ 粤港澳青年对红色资源

的认同ꎬ主要从情感的方向性和思想的共振性两方

面体现ꎮ 当代澳门青年在成长过程伴有的红色教

育ꎬ对红色文化的认同ꎬ普遍都需要外化为行为(学
校组织和社团组织的爱国主义活动等)ꎬ但青年主

动参与和分享红色文化的现象尚未普及ꎮ 从当前

的传播手段看ꎬ红色教育通常通过文献档案、影像

视频等形式ꎬ引领青年重温激情岁月ꎬ缅怀先辈事

迹ꎻ但在摩肩接踵的人潮中ꎬ青年们不乏以“打卡”
心态浏览红色资源ꎬ这就造成身到大于心到ꎬ将组

织红色主题活动当成“例行公事”的形式ꎬ从而缺乏

红色文化浸染心灵的形态变化和衍生型ꎮ
(四)红色文化讲解员讲解情况

１.红色文化讲解员的讲解资历

讲解资历包括讲解员的学历、从事讲解员工作

的时长以及讲解功底ꎮ
(１)讲解员的学历普遍较高ꎬ但相关专业较少

据统计ꎬ讲解员本科学历占 ６５％以上ꎬ本科学

历占主要ꎬ场馆内多招汉语言、播音主持、旅游或艺

术类专业ꎬ但在调查中也不免发现原专业与所需专

业不一致等情况ꎮ 主要原因在于招聘需求较大ꎬ而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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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聘人数较少而不得不降低招聘要求ꎮ
(２)从事红色讲解员职业的时长不一ꎬ流动性

较强

当前红色讲解员队伍仍存在后继乏人、流动性

较强等问题ꎬ主要原因在于红色文化讲解员招收标

准较低ꎬ用人机制不够完善ꎻ因场馆事业编制较少ꎬ
兼职讲解员及志愿讲解员人数较多ꎬ讲解员因流动

性较强ꎻ红色讲解员是一个需要时长积累、专家式

的培养ꎬ流动性强不利于讲解水平的提升ꎮ
２.红色文化讲解员的专业能力

(１)红色文化讲解员外在形象良好ꎬ普遍符合

讲解的要求

红色文化讲解员的对外形象十分重要ꎬ而影响

外在形象的因素也构成了讲解的基本要求:即仪容

仪表、语音语调和亲和力ꎮ
如图 ５ 所示ꎬ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ꎬ７３％的听众

认为讲解员的仪容仪表非常符合足够端正的要求ꎬ
２２％的听众认为符合ꎬ３％的听众认为一般ꎬ２％的听

众认为不符合ꎮ 由此可知ꎬ绝大多数听众对于讲解

员的仪容仪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ꎬ这表明仪容仪表

在讲解员行业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重视和规范ꎮ

图 ５　 讲解员仪容仪表统计

如图 ６ 所示ꎬ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ꎬ５８％的听众

觉得讲解员很符合“语音语调良好”这一条件ꎬ３５％
的听众觉得符合ꎬ７％的听众觉得一般或不符合ꎮ 由

此可见ꎬ大多数听众对讲解员的语音语调给予了高

度评价ꎬ也存在少部分听众认为讲解员在此方面还

需要改进、提升ꎮ

图 ６　 讲解员语调统计

如图 ７ 所示ꎬ问卷调查数据显示ꎬ９５％的听众觉

得讲解员很符合或符合“对待观众的亲和力极佳”
这一条件ꎬ２５％的听众认为一般ꎬ这表明大部分观众

对讲解员的亲和力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ꎮ 富有吸

引力的表达方式能够有效地缩短讲解员与观众的

距离ꎬ加强讲解语言的感染力ꎬ提升观众对讲解员

的信任度ꎬ从而提高社会对讲解员的正面印象ꎬ帮
助讲解员群体更好地塑造正面形象ꎮ

图 ７　 讲解员亲和力统计

(２)讲解员学习程度不足ꎬ缺乏专家式学习

红色文化讲解员在担任红色文化的传播者时ꎬ
要有对于场馆历史的自主学习ꎬ红色文化讲解员在

开展讲解工作前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ꎬ绝不是简

单地通过背诵稿件达到灌输式教育的目的ꎮ 在考

虑群众参与性方面ꎬ红色场馆的红色文化讲解员是

红色资源与群众的对接者ꎮ 在现实中仍然有部分

讲解员对自己所讲的红色文化知识掌握不足ꎬ不能

很好地回应观众的问题ꎬ甚至有些讲解员还可能会

听信野史ꎮ
要丰富红色文化讲解员培训的内容ꎬ培育更多

的“后天”连接ꎮ 自身的语言能力ꎬ面对听众的沟通

与交流ꎬ也是一个优秀红色文化讲解员需要学习的

内容ꎬ但是却不能短期习得ꎮ
３.红色文化讲解员的组织能力

讲解员的组织能力是主要是指讲解员在组织

讲解上体现的能力ꎬ是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表现出

来的对讲解时间和讲解内容的把控ꎮ
(１)讲解员组织能力普遍认可程度高ꎬ备受听

众重视

如图 ８ 所示ꎬ对收集到的三个问题的数据进行

分析ꎬ制作折线图对比ꎬ能得到明显的上升趋势ꎬ代
表收集的数据偏向“很符合”选项ꎬ得出的结论是听

众对于讲解员解决过程中的组织能力表现出极佳

的认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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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对三个问题数据折线对比分析

(２)部分讲解员讲解安排不当ꎬ还存在怯场
情况

红色文化讲解员在工作中会面对大量的游客ꎬ
会遭遇不同群体的需求ꎬ部分人会存在紧张、胆怯
的状况ꎬ导致讲解时间和讲解内容不能满足观众的
要求ꎮ 这可能是由于知识储备不足、工作经验尚浅
等原因导致的ꎬ考验的也是讲解员的组织能力ꎬ需
要在短时间内根据观众的需求做出此次讲解的组
织安排ꎮ 如以下访谈记录:

我会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来讲解ꎮ 我们

在讲解前也会先问一下对象ꎬ和领队沟通他们到访

的主要目的ꎮ
———与红色文化讲解员黄某某的半结构化访谈
４.红色文化讲解员的互动能力
讲解员的互动能力指讲解员与听众的双向交流ꎬ

从讲解方式和讲解工具利用等方面得以体现ꎮ
(１)讲解形式趋向多样化ꎬ但与听众的互动不足
目前部分红色文化讲解员对于不同群体的内

心特定需求不够了解ꎬ跟观众之间的互动较少ꎬ缺
乏针对性和创新意识ꎬ导致讲解风格“千人一面”ꎬ
这样一来ꎬ呈现出的整体效果不够丰满、立体ꎬ而是
同质化ꎬ便无法做到打动听众ꎮ

如图 ９ 所示ꎬ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ꎬ５１％的受
访者认为讲解员很符合“与观众之间有足够的互动
性”这一条件ꎬ３０％的受访者认为符合ꎬ２％的受访者
认为不符合ꎬ１７％的受访者认为一般ꎮ 由此可见ꎬ大
多数受访者对讲解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情况持肯
定态度ꎮ 然而ꎬ也有一部分受访者持否定或中立态
度ꎬ这意味着仍有改进的空间ꎮ

图 ９　 讲解员互动性统计

(２)馆内电子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应用ꎬ进一步

的科技助力具有挑战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ꎬ不少电子智能产品也被投放

到红色文化场馆中使用ꎬ成为红色文化讲解员的有

力助手ꎬ如机器人、语音讲解、３Ｄ 视频等ꎬ科技让讲

解更具体验感ꎬ更好地与观众进行交流互动ꎮ 但据

线下调研走访发现ꎬ当更多的新兴技术被广泛地应

用于博物馆时ꎬ扫码讲解、戴耳机式语音讲解等不

能充分吸引游客的注意力ꎬ使得部分电子产品被搁

置着ꎬ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ꎮ 同时ꎬＡＩ 等新兴技术

的研究和具体应用具有一定的挑战性ꎮ
目前 ＡＩ 虽然可以适用于室内定点式的展览当

中的一些导览ꎬ但是如果是这种需要讲解员带领他

们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情况ꎬ还是不适合应用科技ꎮ
———与红色文化讲解员李某某的半结构化访谈

５.红色文化讲解员的能力认证

讲解员的能力认证ꎬ主要是官方(即培训方与

官方等) 对讲解员基本能力的考察、认证与标准

制定ꎮ
(１)场馆培训标准参差不齐ꎬ红色文化讲解员

留任问题显著

目前ꎬ红色文化讲解员的培训缺乏固定的衡量

标准ꎬ有的场馆对红色文化讲解员培训极为容易ꎬ
进行简单的普通话测试即可ꎬ有的只是给予红色文

化讲解员一系列的网上课程ꎬ让红色文化讲解员进

行打卡学习ꎮ
(２)红色文化讲解员选拔方式单一ꎬ专业化和

规范性有所欠缺

根据我们的调研ꎬ现在的许多场馆对红色文化

讲解员的选拔方式过于单一ꎬ招聘时提出的标准和

条件不够专业ꎬ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ꎮ 在调研中ꎬ
我们接触到的红色文化讲解员来自各类不同的专

业ꎬ如新闻学、园艺学、学前教育等ꎬ也存在把红色

文化讲解员这一职业当作转行后的跳板的情况ꎮ
红色文化讲解员人员的流动性强这一点在许多红

色文化场馆中都得以体现ꎮ
当初来这里面试ꎬ他给了一段讲解词我ꎬ让我

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念一遍ꎬ然后再问了一些简单

的问题ꎬ介绍一下自己ꎬ没有什么其他考核ꎮ
———与红色文化讲解员黄某某的半结构化访谈

(３)缺乏评级认证机制ꎬ行业标准与分级系统

不明

目前ꎬ我国高校现未设有专门培养讲解员的专

业ꎬ行业内也不存在统一的学习教材ꎬ缺少专业化、
定向化的衡量标准ꎮ 从国家层面上来看ꎬ也不存在

像导游证一样的讲解员证ꎬ可以用于证明讲解员的

专业能力ꎮ 在红色场馆层面ꎬ据我们调研ꎬ很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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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分级系统不明甚至不存在ꎬ这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红色文化讲解员对这个职业的认可和留任ꎬ也影

响了外界新鲜血液加入红色文化讲解员的意愿ꎬ极
其不利于整个红色文化讲解员群体的发展ꎮ

全国都没有讲解员的证书ꎬ我都想去考个证ꎬ
都不能考ꎬ你只能考导游证ꎬ它的现状就是这样ꎮ

———与红色文化讲解员黄某某的半结构化访谈

四、建议

(一)把握粤港澳红色文化共性ꎬ促进红色文化

交流

１.结合港澳青年文化特点ꎬ创新红色文化表达

形式

在当代青年文化中ꎬ情感和愉悦是一项显著的

感知特征ꎮ 在当下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同时ꎬ青年

对欢乐文化的崇尚程度不断提升ꎬ特别是在港澳ꎬ
文化对亲和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ꎮ 由于追求创新

和独特的特质ꎬ他们能够及时将全球潮流、审美取

向、价值观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和信息融入到日常

生活中ꎬ从而成为社会大众所向往的理想生活追

求ꎮ 面对当下“红色文化在港澳关注度不足”的现

状ꎬ我们必须舍弃传统的“严谨”态度ꎬ转变僵化的

传播方式ꎬ实现“破壁”融合ꎬ以达到常态化、审美化

的目的ꎻ让“红色”回归“日常”ꎬ用喜闻乐见的方式

去诠释它ꎮ 将红色文化资源从历史话语转变为生

活话语和艺术话语ꎬ并将红色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

粤港澳年轻人的精神需求中ꎬ构建一种可敬又可爱

的红色文化ꎬ从而使“亲和力” “大众化” “通俗”成

为红色文化的新标签ꎮ
２.加强粤港澳红色场馆互动ꎬ沟通粤港澳大湾

区文脉

粤港澳三地文脉相近ꎬ拥有互相联系甚至相同

的红色文化资源ꎬ三地不同的场馆也常存在基于同

一主题、围绕同一革命事件或红色任务展开布馆的

情况ꎮ 各馆可定期推出主题展览ꎬ并加强馆和馆之

间的交流合作ꎬ展示粤港澳三地的“同源”历史和文

化故事ꎬ如台山市华人文化馆举办的«潮涌东滘口

星火耀九州———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胜利 ８０ 周年

展»和农讲所旧址纪念馆的“香港达德书院”展览ꎬ
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达德书院为中共统一战线及香

港民主与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ꎬ以及其百年的形

成与发展历程ꎬ从而让三地民众更全面地认识彼此

的文化内涵ꎬ增强文化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ꎮ
(二)完善评级认证体系ꎬ吸引和激励更多讲解

员加入讲解队伍

１.优化红色文化讲解员评级认证机制

各地级市根据实际考察情况设立统一的红色

文化讲解员评级认证标准ꎬ例如从事该行业多少年

后经过考核ꎬ可根据能力高低获得某项荣誉称号和

相对应的奖励ꎬ或设有类似“初—中—高”的多层等

级称号ꎬ由各地红色场馆具体实施评级机制ꎬ提升

红色文化讲解员的职业认同感ꎬ激励其对自身讲解

能力的完善和提高ꎮ
２.健全长期的考核机制及激励体系

首先ꎬ各场馆应将管理与培养细则具体化ꎬ落
实每月规划ꎬ使其更具有可行性ꎻ突出日常考核ꎬ注
重考核的综合性和公平性ꎬ且考核结果应当与绩

效、待遇进行相对应挂钩ꎬ完善薪酬管理制度ꎮ “除
了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ꎬ晋升对红色场馆讲解员也

是至关重要ꎬ直接关乎红色场馆讲解员的收入状况

和发展空间ꎬ所以必须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正、
完善的晋升机制ꎮ”管理者要与红色文化讲解员和

谐相处ꎬ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ꎬ培养团结向上的讲

解团队ꎬ实行任免制度ꎬ选拔优秀管理员ꎬ提升其薪

资待遇ꎻ不空降管理岗ꎬ让考核优异的讲解员得以

晋升ꎮ 方有如此ꎬ才能激发在职红色文化讲解员的

工作热情ꎬ使真正的人才 “留得住ꎬ用得久ꎬ走得

远”ꎮ
(三)完善管理制度ꎬ提升红色文化讲解队伍的

专业性

１.提高红色文化讲解员队伍的门槛

讲解员招聘及录用的流程应当更规范ꎬ要求应

当更严格ꎬ面试内容应当更全面ꎬ优先考虑具备相

关学历水平和专业知识、具有学习钻研精神、语言

表达能力强、有亲和力、热爱红色文化及历史、服务

态度良好和具有团队精神的复合型人才ꎬ打破外界

“很容易就可以当上红色文化讲解员”的偏见ꎬ提升

红色文化讲解员这一职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ꎮ
２.强化讲解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培训

讲解员肩负着爱国主义及革命传统教育的职

责ꎬ这意味着讲解员本人需要坚定政治立场ꎬ并有

良好的历史文化素养ꎮ 各红色景点及场馆应当加

大对红色文化讲解员的教育投入ꎬ注重思政理论

类、历史类知识的学习和培训ꎬ从而提高红色文化

讲解员政治站位ꎬ强化其红色文化传播者的责任担

当ꎬ引导讲解员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ꎬ从而树立红

色讲解员爱党爱国、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ꎮ
(四)提升讲解的综合水平ꎬ做好红色文化的诠

释者

１.提升知识储备ꎬ做听众的真诚答疑者

红色文化讲解员应当不断学习知识ꎬ跟进红色

文化领域的最新发现ꎬ对自己所讲解的党史、地方

史、人物史要知其然ꎬ更要知其所以然ꎮ 一是以学

促进ꎬ红色文化场馆可根据本馆内容制定学习专项

计划ꎬ紧跟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ꎬ邀请相关专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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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讲座辅导、答疑解惑ꎮ 二是以考促精ꎬ定期组织

红色文化讲解员知识考核ꎬ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和

建议ꎬ帮助红色文化讲解员不断夯实基本功ꎮ 三是

以赛促优ꎬ鼓励红色文化讲解员参加各类讲解比

赛ꎬ在比赛过程积累学习经验ꎮ 此外ꎬ讲解员自身

应当保持敬畏历史的态度ꎬ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ꎮ
除了翻阅史料书籍ꎬ还可以在空余时间自发收集地

方红色故事ꎬ争取到与革命后代沟通交流的机会ꎬ
挖掘革命史实背后的动情故事ꎬ丰富讲解内容ꎮ

２.丰富讲解形式ꎬ做红色历史的生动讲述者

由于红色景点及场馆相比其他类型的博物馆ꎬ
具有独特的政治属性ꎬ红色文化讲解员的讲解必须

具有规范性和准确性ꎬ不能胡编乱造、刻意煽情、哗
众取宠ꎬ更不可随意编造“野史外传”ꎮ 但为了使讲

解对听众更具吸引力ꎬ也不能呆板说教ꎬ而是要在

尊重历史人物、客观反映史实的基础上ꎬ寓教于乐ꎬ
使讲解形式多样化ꎮ 例如:在讲解中引入音乐元

素ꎬ增强现场的感染力ꎬ让群众更容易产生共鸣ꎻ在
讲述时除了使用常见的陈述句ꎬ还可以加入运用比

喻、夸张、设问等手法的句子ꎻ与观众交换看法ꎬ进
行讨论式讲解ꎬ让更多观众参与到输出与倾听中ꎻ
让观众参与场景模拟ꎬ身临其境地了解历史文化ꎻ
充分利用肢体语言和眼神交流来实现和听众的互

动等ꎮ “因人施讲、因地施讲是博物馆讲解员的核

心素养和能力ꎬ需要讲解员根据观众的参观目的、
行程安排、文化知识水平、性格等因素而确定的语

言表达样态ꎮ”
３.抓住讲解内容的动情点ꎬ做红色精神的弘

扬者

在日复一日的讲解中保持心中激情ꎬ认真对待

每位受众ꎬ在每一场讲解中充分投入感情ꎬ对抗长

期工作产生的枯燥乏味ꎬ是每一位红色文化讲解员

都要直面的挑战ꎮ 红色文化讲解员要深化对红色

历史的精神认同ꎬ通过宣讲把红色精神传达给观

众ꎮ 同时ꎬ红色文化讲解员应认真推敲、琢磨如何

能让语言更有感染力、让故事更有代入感ꎬ尽可能

地将深厚的历史情感充分地表达出来ꎮ 只有注入

自身真切情感的沉浸式讲解ꎬ才能让讲解内容更加

鲜活生动ꎬ让红色精神直抵人心ꎮ
五、结语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版图中ꎬ红色文化以其

同根同源的特性ꎬ成为三地人民情感连接的坚实纽

带ꎬ并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崇高梦想ꎮ 作为传承

与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使者ꎬ红色文化讲解员肩负

着讲好湾区红色故事的神圣职责ꎮ 本研究通过精

心构建红色文化评价体系ꎬ对粤港澳三地红色文化

讲解员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深入调研ꎬ旨在探索如

何充分发挥红色讲解员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积极

作用ꎮ
结合访谈调查、问卷调查及质性研究与量化研

究的结合ꎬ本研究不仅从讲解员自我认知的视角出

发ꎬ将他们的资历、专业能力和讲解技巧进行了细

致的数据化和可视化分析ꎬ更从外部评价的维度全

面评估了他们在印象感官、语言仪态和景点讲解等

多方面的表现ꎮ 这一评估工作不仅深刻揭示了红

色讲解员队伍的现状与潜力ꎬ更为我们后续培训体

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有力依据ꎮ
基于对现有红色讲解情况的深入剖析ꎬ我们识

别出讲解员在资历、专业能力、组织能力、互动能力

以及能力认证等多个维度上存在的不足ꎬ并针对性

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的

建议ꎮ 我们坚信ꎬ这些建议将有助于红色文化讲解

员队伍的整体提升ꎬ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在粤港澳

大湾区的传承与发展ꎬ为培养更多具有民族精神和

爱国情怀的青年一代贡献力量ꎮ 展望未来ꎬ我们期

待红色文化讲解员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范围

内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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