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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承载着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对于传承历史文

化、维系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博物馆是文物

保存、展示的重要机构，因此，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

物真正活起来，是新时代博物馆的重要职责。随着现代科

技的飞速发展，传统博物馆依托新兴科技，展陈模式已经

有不同形式的变化。博物馆只有不断探索文化与科技的深

度融合，坚持以传承文化为根本，以先进技术为支撑，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数

字化趋势，满足后疫情时代社会大众的多元化需求。

传统博物馆展陈模式的逐步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

不同场合与新媒体亲密接触互动，并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

应用创新 媒体传播方式。 随着5 G 时代的到来，A I 人工智

能、DT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给当前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了更多

的新机遇新挑战。众多传统实体博物馆也相继采用了AR、

VR等科技手段，赋予展品以更立体、更生动的形态，突破

用户视觉和媒介局限，丰富了展览形式，大大增加了游客

与藏品之间互动性和趣味性。

1、游览方式的改变

对于大多数以传播传统文化为主的博物馆而言，游客

游览时，讲解员的现场导览是游览过程中的最大“幸福”

体验。首先，伴随讲解游览博物馆，会使这个过程更有方

向性；其次，许多展品背后的历史典故、艺术精髓、人文

内涵等，仅通过观看展品是无法轻易获得的，而只有通过

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述，才能获得更多信息，更有收获；再

次，游客还可以通过与讲解员的交流互动，获取更多藏品

外的相关历史和文化知识。

近年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多数博物馆

除了传统的馆藏展览配合讲解员导览形式外，还利用“互

联网+”技术，增加了手机语音、微信导览、手机APP等导

览方式，并在馆内设置免费WiFi供游客使用。相对于讲解

员导览方式，微信、手机APP导览无需考虑经济因素，大大

节省了游客的经济成本，只要有台智能手机，无需要办理

专门手续，就可以实现线上畅游。特别是在客流量大的情

况下，节省游客时间成本的优势更加凸显。在以往嘈杂环

境中，要听清讲解内容需要花费更大气力，而通过微信、

手机APP导览只需自己带上耳机，即可享有一个相对独立和

纯粹的游览体验，更能获得许多展品“背后的故事”，对

于喜爱的内容还可以反复收听，游览的顺序、速度也可以

随着自己的喜好而定。对游客而言，更便捷、更智能化、

可控性更强的游览方式会越来越符合游客的行为习惯。对

博物馆而言，这种导览方式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释放了

生产力，使其能够将有限的人力资源投放到更能体现效能

的岗位上去。当然，这种游览方式牺牲了人与人之间的互

动性，存在游客被动性体验的缺点。

2、馆内藏品的数字化复制和复原

博物馆作为珍贵传世文物的收藏、保护、展览机构，

不仅要持续加强文物存藏保护工作，更要不断探索陈列展

览、展示传播的创新性举措。在这方面，馆内藏品的数字

化 复 制 和 复 原 是 重 要 的 途 径 之 一 ， 从 2 0 世 纪 末 开 始 ， 欧

美地区一些发达国家先后引进了数码影像、声像技术，陆

续启动了虚拟式博物馆数据库管理及交互式网络化系统的

开发与建设，这对传统展陈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陕

西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侯宁彬所言，如今博物馆面临着展

示空间不足、藏品保存空间不足、社会教育场所空间不足

后疫情时代博物馆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方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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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博物馆的展览、运营及文化传播方式也应顺应时代潮

流，运用先进手段，带给馆内游客更新颖、更丰富的游览体验。结合互联网“直播+”热潮，

打造网络虚拟主播，进行线上宣传，能够在传播馆内藏品文化的同时，使藏品背后的故事以

更为生活化的方式传达给大众。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博物馆可利用人工智能、数字化等

技术手段打造线上展馆，突破现实物理空间的限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展览形式，逐渐成

为社会美育与内容服务齐头并进、文化传播与商业盈利相辅相成的智慧型经营体，依靠科技

更有效地传播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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