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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select two permanent exhibitions of Capital Museum as survey representatives, and use investi-
gation methods, like tracking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a 
part of audiences in Capital Museum. After the museum explores the diversity issues from au-
diences in the permanent basic exhibition and boutique exhibitions, I will search for appropriate 
solutions, suggestions even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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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选择首都博物馆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常设陈列为调查地点，运用跟踪观察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

等多种调查方法，对参观首都博物馆的部分观众进行调查。探讨博物馆针对观众群在常设基本陈列和常

设精品陈列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最终探寻相应解决措施，给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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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世界，博物馆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博物馆在文化

上被看作是承载古代与现代结晶的重要主体之一。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开始走进这些文化殿堂，他们

在加强自身业务能力提升的同时，重视通过多途径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注重自我塑造，参观博物馆

成为了他们重要的文化与休闲娱乐活动。观众到博物馆的参观目的和需求有时具有明显的相似，了解他

们的心态、需求和相关情况，对于改进博物馆展览、提高服务质量及增加观众量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为

此，笔者对来首都博物馆参观的观众进行了调查，并对收集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以期为

业界进行博物馆观众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2. 调查方法及结果 

观众调查是了解观众观展体验的重要工具，其目的是评估陈列展览的效果。本文观众调查主要采取

三种方法：跟踪观察法、问卷法及访谈法[1]。不同的调查方法对观众有不同的关注侧重点。跟踪观察法：

主要关注观众在观展过程中的体验。问卷法：根据反馈信息了解观众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或意见。访谈法：

作为对跟踪观察法和访谈法的补充。 
本次被调查对象为 120 人，有效问卷 100 份。此次调查对象不针对旅游团体、儿童、外国人等特殊

类别人群。 
以下表 1 是问卷调查结果： 

 
Table 1. Questionnaire results 
表 1. 问卷调查结果 

序号 题目 选项 占比(%) 选项 占比(%) 选项 占比(%) 

1 使用触摸屏 是 15 否 85   

2 观看视频超过 1 分钟 是 26 否 74   

3 拍照 是 33 否 67   

4 文字说明 充足 30 不充足 70   

5 多媒体设备效果 差 63 一般 32 很好 5 

6 灯光 差 27 一般 58 很好 15 

7 展线 差 40 一般 45 很好 15 

8 讲解安排 充足 5 不充足 95   

9 领取彩页 是 10 否 90   

10 购买商品 是 2 否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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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采用跟踪观察法这种观察形式可以搜集到观众完整的参观行为数据，持续跟踪的观众行为记

录犹如活生生的动态标本，有经久使用的可能。相较于跟踪观察法客观的记录，问卷法和访谈法则能收

集观众主观上对展览等方面的判断[2]。 

3. 调查陈列及建议 

常设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展览体系中最重要的类型，分别是常设基本陈列、常设精品(专题)陈列，本次

调查选择两个展览作为代表，进行深度研究分析。历史文化陈列是首都博物馆的常设基本陈列(以下简称

通史展)，位于首都博物馆四层的古代佛像艺术精品展(以下简称佛像展)是馆内常设精品陈列之一。综合

观众在首都博物馆不同展览的行为规律和各方面材料，发现观众对于博物馆的需求在博物馆提升自身水

平等方面会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博物馆借鉴观众的参观行为，在问题归纳总结的基础之上，找出博物

馆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利于博物馆能够有更好发展[3]。以首博这两个展览存在的问题探讨常设陈列需要

注意的地方，并给出合理性的改进建议。 

3.1. 常设基本陈列 

3.1.1. 展览设置 
调查显示，观众对于陈列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会比较关注，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审美习

惯对陈列做出一定的判断和评价，同时，浏览也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他们也很期待能从中获得更多有

益的提升。 
展览内容设计方面：平行展线的展示手法有一部分人认为内容很好，这种同期对比的创意点不错。

另有很大一部分人未看出展览设计者的意图。许多观众反映外墙上的世界史部分与通柜距离太远，字与

人物图都显小，两者之间的空间联系不够紧密，应该增加提示信息，另外也要考虑展厅内的空间视觉平

衡。上层展示带很少有人注意到，注意到后也不会停留观看，主要原因是位置过高，视频及图片十分不

清晰，无法吸引观众驻足(图 1)。位于复原陈列“明北京城保卫战”出口上方的视频位置也处于人的最佳

视线范围之外，由于厅内狭小，观众不能在此过多停留，会影响其他人，因此很少有人关注(图 2)。充分

利用上层空间进行展示的想法值得保留，但应考虑观众自身的观展习惯及舒适度，应事先让陌生人体验

后再吸取建议改进。 
 

 
Figure 1. Permanent basic exhibition hall 
图 1. 常设基本陈列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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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xhibition hall 
图 2. 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图 
 

展方可考虑在不破坏展览气氛、不喧宾夺主的情况下，将文学编剧形式与人机互动设备相结合探索

出更吸引人的展览，在此架构下让文物有层次有侧重的传递出其历史价值[4]。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陈列

厅，以类似影视剧思路的设计手法，着重突出展品与观众之间的紧密联系，欣赏展览的游客转换为在当

时紧张、危险环境之中的受害者，这种临场的感染力特别强，远比孤零零陈列文物更能将观众带入特定

的历史氛围之中，有如身临其境之感。 
文字说明是内容设计的主要载体，观众大都会认真仔细的阅读文物和展板介绍等，在时间紧张的情

况下，单元标题、说明会成为着重浏览的对象。文字说明：有些观众群体求知欲强，目前的陈列信息明

显不能满足他们，应该增加更多的介绍。有的文物没有标牌，牌子上应该写有文物的名称及摘要信息，

如出土情况、材质、功能、意义作用等。文物与说明牌之间的距离有些大，不断地来回浏览时极易对应

出错。除有形的文字说明，现今，许多展览早已采用二维码来方便观众获取文物说明，许多观众都希望

未来在展厅内使用 wifi 查看文物信息，这不仅节省标牌资源，还能采集观众的观展兴趣点并及时搜集反

馈，从而最快速的更新服务内容。 

3.1.2. 辅助设置 
相应的硬件设备和服务设备是保证良好观展体验的必需，观众非常在意这一点。 
多媒体设备：展览中的多媒体运用很多，如复原陈列“开国大典”中加入了视频、音频元素，但给

予的内容信息并不多，也没有有效传递到观众那里。观众普遍肯定了展览中加入视频创作，这一呈现方

式优于微缩景观——复原陈列“清代盛世京师”，不死板且易带入生活中的情感，演示实实在在的历史，

将没有生命的文物赋予更多真实之感。但也有观众反映，视频制作不够精良，效果不够震撼。由于博物

馆可能限于制作经费少、周期长等因素，可以参考一些“小而精”的设计思路，比如故宫万寿庆典展，

为了突出庆寿长卷里面的很多细节，将它做成了 Flash 滚动播放，观众可放大查看图中有记号的地方，了

解该场景的具体情况，发现那些可能不太会注意到的细微之处。满城汉墓博物馆里制作了许多小视频，

譬如有的呈现了当时棺椁内部的结构等。西汉大葆台汉墓博物馆也应用了视频来说明枕头的摆放情况，

视频中的透视效果图会让复杂、难以用文字表述清楚的过程，非常直观的呈现在观众面前。首博在介绍

墓中文物如何摆放的情况时可参考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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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维护保障服务系统应该进入到标准化操作层面，这对于塑造博物馆品牌形象具有重大意义[5]。
例如复原陈列“海陵王迁都燕京”和“清盛世京师”播放的视频没有声音，这很难吸引观众欣赏。基

本陈列播放视频处没有座椅，观众没有耐心长时间站立观看。如果空间允许，提供座椅会让观展更舒

适。目前，博物馆内播放的视频时间大多较长，并且没有附视频播放时长的提示信息，这都导致了观

看不多的现象。针对此问题，可以增加视频播放的时长提醒，这样观众可以及时调整自己余下的观展

进度安排。 

3.2. 常设精品陈列 

3.2.1. 展览设置 
精品展厅的形式设计一般会结合文物内涵，打造出更加契合其需要的表现环境。观众对于展厅的外

在与内在的双重看重，要求策划者考虑形式设计的同时要兼顾好内容设计，做到二者和谐统一。 
展厅灯光：在设计展厅灯光时，应尽可能参考观众的意见[6]。基于展览主题的考量，为突出神秘的

宗教氛围，工作人员将佛教展厅内的灯光设置的较为昏暗，许多观众反映这会产生压抑感，不利于长时

间身处其中，尤其是在灯光不明的环境中看说明牌上字体较小且繁多的注解，加上需要弯腰驻足，时间

一长，很容易产生视觉及身体的疲劳感(图 3)。 
展线设置：陈列柜内的时代区分的不是特别清楚，呈现出来的不同朝代、位置摆放的逻辑关系稍显

凌乱，初次参观该展的观众都表示没有察觉出清晰的展线。此外，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观众看出了展厅中

设计者安排的汉传佛像与藏传佛像的两大类展示区隔(图 4)。如果部题说明处有一个更大的标志，并且能

像地铁线颜色区分那样设计应该会让观众一目了然不同展区的界限，不管走到哪里都知道是处于哪个朝

代的展示带之中。佛像厅内连接了瓷器厅及圆厅的入口，加上自身的出入口一共有四个，观众不知道从

哪个口就出来了。此外，出口被布帘完全遮挡起来，观众不易察觉出口的位置，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应

该树立出入口标识提醒他们。专题精品展厅的展线层次一般会略弱化于时代脉络丰富的基本陈列，从另

一个角度讲，反而是增加了其展线流畅的难度，时代区分不明、文物类型不清、开头结尾的隐蔽都会导

致观众降低对展览的较好评价。 
 

 
Figure 3. Permanent boutique exhibition hall 
图 3. 常设精品陈列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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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ncient buddha statue art exhibition hall 
图 4. 古代佛像艺术精品展展厅图 

3.2.2. 辅助设置 
触摸屏方面：大部分观众都没有使用触摸屏，原因在于已经形成了一种对首博触摸屏触感不佳、内

容没帮助的印象。目前展厅内的触摸屏反应不灵敏，页面设计老旧，这些缺点导致使用频率极低，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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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关注。参观博物馆最重要的目的是欣赏真实的文物，触摸屏提供的是虚拟化的信息，满足不了观众

的本质需求。调查发现，如果增加布展等幕后的展示过程，会吸引观众的目光，让整个展览变得有趣。

部分触摸屏多媒体设备可撤换为更为实用的 pad 装置，可以随时根据观众的兴趣进行程序开发，不用投

入过多成本，移动方便且触屏性能良好，易受年轻群体欢迎。 
拍照方面：调查发现，个别观众认为博物馆是禁止拍照的，极个别的观众出于保护文物的角度，认

为拍照会损害文物本身，还有人是尊重展厅中的宗教文物选择不拍摄。博物馆可以在门口放置标识告知

可以拍摄，以便于那些想回去从事学习研究的人拍照留存。 
讲解方面：文物说明牌上的术语解释不是很大众化，很多观众没有相应的背景知识储备，看展时感

觉有些晦涩难懂。观众都认为讲解对于他们理解这种宗教文化类型的展览、展品有很大的帮助。在没有

讲解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兴趣不是特别的大，比较没有耐心主动仔细的浏览，更喜欢被动接受知识。

有些多次看展的观众甚至一次讲解也没有碰到过，不知道安排讲解的时间在哪里有告知，这些服务信息

可以印在票面上，或在展厅门口设置牌子提醒。现在的人工讲解次数已经无法满足多数观众需求，应该

配置语音导览器。内置的 app 或自助方式的 NFC 手机导览装置都可以成为辅助讲解的工具，相比到前台

押付换取导览器的方式,这样会更加便捷。 
提高展览解读性应该要以人为本，满足多样性的需求。由于文物频繁借调等原因，展览的语音导览

器不再提供，这导致观众只能选择人工讲解，这无疑会增大讲解员的压力。调查发现，多数观众表示宗

教展需要浓厚的兴趣及有关专业背景才能更好地参观。从佛教展厅中的文物说明牌上的丰富术语、介绍

可以看出，这更适合具备一定宗教知识背景的观众，许多想获取浅显易懂知识的普通观众无法得到满足。 

3.3. 文创产品 

3.3.1. 宣传品 
调查发现，大多数观众都没有注意到彩页架，建议应将彩页架放置在更为醒目的地方，并突出其颜

色。除此以外，增添帮助观众观展的内容，如展厅平面图、展线或重点文物图片、介绍等，让观众能第

一时间对展览有个概括性的了解，进而根据自己的需求安排不同的参观时长，对展览进行或深度或浅显

的欣赏。首都博物馆在 2012 年 8 月举办的“朝鲜王朝时代的生活”展览彩页上附带了清晰的展厅平面图

及各单元的架构介绍(图 5)。这种做法值得各展借鉴。 
另有部分人不赞同目前彩页的使用，建议改用手机推送等方式，不仅环保、节约纸张，还能容纳更

多图片文字信息，观众可以自行选择加载浏览。此外，彩页可以增加类似博物馆教育学习单上的内容，

帮助他们牢记重点知识(图 6、图 7)。调查发现，许多观众愿意尝试取阅以展览内容为依托制作的学习单，

这会大大激发他们深入了解该展的热情，对帮助目标观众群提升展览理解程度，增加兴趣等方面裨益颇

大。针对首都博物馆群体，彩页上应该增加更多符合他们知识储备、兴趣点的信息，既不肤浅也不过于

专业性。内容设计尽量简单化，有明确的主题，不必全是文字。可以借鉴国外的学习单样式，游戏拼图，

人像连线等皆可，老少皆宜，很适合携带子女的家庭观众，这是目前首博较欠缺的。 

3.3.2. 衍生产品 
小部分观众会逛商店，但购买店内商品的人不多。他们多倾向选购明信片、书签等价格不贵又具有

博物馆特色的纪念性产品。目前，首博商店内销售的商品同质化较高，缺乏差异化营销思路，品种不够

丰富。不愿购买的人多认为馆内商品在外面都可以买到，许多观众表示馆外商品会更便宜，没有必要在

这里消费。人们更愿意购买凸显了创新性，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朕知道了”胶带卖到脱销，其制作成

本并不高，但能抓住消费者的眼球，创新便是其成功的内核。首都博物馆基本陈列的商店位置毗邻其出

入口，十分显眼，然而进去的观众并不是很多，即使进去了大多数也只是逛逛看。如何激发观众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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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Life show coloring page of the Joseon era 
图 5. 朝鲜王朝时代的生活展览彩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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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play coloring page 
图 6. 历史文化陈列彩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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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Ancient buddha statue art exhibition coloring page 
图 7. 古代佛像艺术精品展彩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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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商店的配套开发可以参考西镇织的做法，以非遗为承载，与常设陈列形成互补。日本京都西镇织

是著名的非遗保护基地，宽大的展示中心里面包含三个区域，第 1 个是卖和服手绢，第 2 个是表演织艺，

第 3 个为模特表演秀，每隔半小时展示一次。三个过程相互呼应，连成一个有机的宣传整体。观众能从

精彩的技艺之中获得知识,同时，这也是激发他们产生购买欲望的过程[10]。 

4. 调查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需求分析 

观众人群是博物馆不可忽视的重点关注对象，博物馆应该成为他们进行创造力——质的提升的首选

场所，这两个链条的碰撞结合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将会起到关键作用。博物馆的最终使命是要把文化

素质未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容纳进博物馆中，并帮助他们提高[11]。 
根据以上调查与研究，发现观众在参观博物馆方面有其特殊的需要与行为，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4.1. 观众对博物馆展览质量需求 

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关注，但对不同类型的展览侧重点有所差异。常设陈列作为一座博物馆展览中

的核心，自然是观众关注的重点。平行展线、上层展示带的设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缺乏提示来告

知观众如何能更细致的浏览不同信息带。展线应尽可能地事先多加演习，以符合观众的浏览习惯[12]。观

众对于常设基本陈列内容的展示有一定需求，他们不仅关注实物，更希望欣赏到陈列语言更为丰富的展

览，通过这些展品全面直观的了解北京过去的历史或某一侧面的发展脉络。从他们在参观博物馆时很少

拍摄纪念性照片，把大量时间用于观看展览这一行为也可看出，他们十分珍惜观看实物的机会。由于大

多数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厅面积大，文物多，文字说明牌详尽，这很容易使观众产生博物馆疲劳感。因

此，多种呈现手法的运用可以缓解这一不佳的观感状态。充分调动观众的五感会增强他们的环境氛围“置

入感”，以获得最佳的体验[13]。除关注内容之外，部分人对形式设计也有一定的需求，希望运用更多的

展陈手段营造出具备较新设计感的展览。常设精品展以一种全新的艺术展手法呈现出来，令人耳目一新，

它的灯光设计与展厅布局决定着观众是否能够欣赏到高质量的陈列。如将陈列柜中单元说明用颜色或形

状突出出来，会利于观众快速清晰地把握浏览内容。 

4.2. 观众对博物馆辅助设施需求 

常设基本陈列中的视频像素、声音达不到视听的标准，未能及时检修，这些硬伤有损于博物馆的形

象。设备位置的不合理及缺少座位都成为降低观众对展览评价的因素。常设精品展中的触摸屏设备内置

软件设计理念落后，内容常年得不到更新，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 

4.3. 观众对博物馆服务需求 

陈列展厅中的彩页架位置不明显，导致许多观众没有取彩页。此外，他们希望彩页内容能更丰富些，

包括展厅平面图、推荐浏览路线和重点文物说明等。学习单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展品内涵和文字说

明。观众对于讲解与解答的服务需求较大，他们希望获得大量关于文物的相关背景知识，包括来源、质

地及功能等专业性的介绍。限于人工讲解资源的严重不足，语音导览器将是解决办法之一。博物馆应主

动告知观众相关配套使用信息，以帮助他们熟悉 NFC 等新设备[14]。 

4.4. 观众对博物馆文化衍生品需求 

目前，由于博物馆不太重视商品开发环节，创意明显不足，无法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导致许多人对

博物馆文化产品印象不佳，继而更降低了对它的关注程度。只有增强商品的内在创新力，转变营销模式，

实行差异化战略，才能比过其他同类的商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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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博物馆的学习体验虽然是碎片化的，但其效率要比学校更加值得重视，正是源于这是一种终身化

的教育，在信息化逐渐普及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展览的知识传播架构有必要与时俱进，做出改变。博物

馆还要不断改进自身的服务水平，以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一单独个体都是检验

首都博物馆展览质量、服务水平的绝佳反馈来源，他们的博物馆体验如何直接关系着中国博物馆未来发

展的方向。通过此次深入调查，了解了观众在常设陈列类型展厅中的行为表现及需求，在这些有共性也

有差异的地方，寻找改进不足、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以使展览及博物馆服务迈向更加高质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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