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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沉浸式体验各种青铜器的使用场景。

（四）丰富教育服务形式

加 强 线 上 教 育 资 源 开 发 。 制 作 线 上 课 程 ， 根 据 不

同 年 龄 段 和 知 识 层 次 的 观 众 ， 开 发 有 针 对 性 的 教 育 内

容。采用动画、短视频、在线讲座等多种形式，讲解文

物知识、历史文化等内容。与学校合作，将博物馆的教

育资源纳入学校的教学体系。城固县博物馆每年开展大

量的进校园活动，可根据学校的课程标准，开发配套的

教学课件，让学生在课堂上通过网络访问博物馆的教育

资源，直接观看相关内容。强化线下教育活动数字化辅

助。在开展线下教育活动（如讲座、手工制作活动等）

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辅助。如通过投影仪展示相关的

图片、视频资料，增强讲解的效果；利用电子签到系统

记录参与者信息，方便后续的回访和评估。

（五）提升公众参与度

提高社交媒体运营水平。利用城固县博物馆官方社

交媒体账号，定期发布博物馆的最新展览信息、藏品介

绍、活动预告等内容。定期策划互动话题和活动，如文

物知识竞赛、藏品摄影比赛等，鼓励观众参与并分享。

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扩大城固县博物馆的影响力和受

众群体。

提高公众参与水平。建立观众反馈渠道，如在线问

卷、留言板等，收集观众的意见和建议，用于改进博物

馆的服务和展览。鼓励公众参与数字内容创作。如邀请

观众分享自己与博物馆或文物的故事，经过筛选后在城

固县博物馆的官方平台上发布。

（六）加强人才与技术保障

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对现有员工进行数字化技能

培训，邀请专家进行内部培训，或者派遣员工参加外部

培训课程，包括数据处理、软件操作、新媒体运营等方

面的知识和技能；引进具有数字技术背景的专业人才，

如计算机技术人员、新媒体运营人员等，充实城固县博

物馆的人才队伍。

提高技术更新水平。与当地的科技企业、高校等建

立合作关系。科技企业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

高校可以提供科研力量和学生志愿者资源。关注数字技

术的发展动态，及时更新博物馆的数字化设备和软件，

保持技术的先进性。

结论与展望

博物馆数字化转型作为当今文化领域的革新之举，

已逐渐成为全球博物馆行业发展的共识。展望未来，博

物馆数字化转型仍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发展方向。首先，

随着5G、AI、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一步成熟，

博物馆可以探索更深入的交互式体验，以增强观众的沉

浸式感受。其次，博物馆应深化与学术、科研机构的合

作，利用大数据进行藏品研究，更深层次地挖掘藏品的

学术价值。此外，通过与科技产业的融合，博物馆可以

开发更多数字产品，如数字藏品、文化APP，以拓宽传播

渠道，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从而逐步实现从数字化向

智慧化、智能化的转型。

博物馆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既是对历

史的尊重与传承，也是对未来的创新与展望。在这一过

程中，以城固县博物馆为代表的基层博物馆不仅要积极

寻求生存之道，更要勇于把握机遇，通过数字化手段增

强文化活力，实现文化的共享与传播，为人类文明的瑰

宝赋予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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