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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行业博物馆是我国发展势头较为突出的博物馆类型之一，它以特有的方式传播行业知识，在我国

文化建设中，特别是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的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但就其受众人群来说，更多的偏向知识

型、专业型人才，而对于诸如青少年这类人群的吸引力不足。本研究通过重新梳理行业博物馆的特征，

结合青少年接受博物馆教育的特点，并广泛学习国内外成功的行业博物馆建设模式，针对北京汽车博物

馆建馆单纯偏重技术流的现状，从展陈内容、展陈方式、展陈目的等角度，提出了有助于北京汽车博物

馆进一步发展的“5I”模式，即Individuality (个性化)、Intelligentise (智能化)、Immersion (沉浸式)、
Interaction (互动性)、Integration (一体化)。试图立足于全球的视野，讲好中国汽车行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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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dustry museum is one of the types of museums with a relatively prominent de-
velopment momentum in China. It spreads the industry knowledge in a unique wa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hina’s cultural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rizing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knowledge. However, in terms of its audience, more people are more knowledge-oriented 
and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they are not attractive to people such as teenagers. This study, by 
reorgan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museum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e-
nagers receiving museum education, and extensively learn the successful industry museum con-
struction mode at home and abroad,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Beijing Automobile Museum simp-
ly focuses on technology f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ent, way and purpose of the exhibi-
tion, and proposes a “5I” model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eijing Automobile 
Museum, namely Individuality (personalized), Intelligentise (intelligent), Immersion (immersive), 
Interaction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integrated). Try to tell a good story of China’s auto industr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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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博物馆的含义及特征 

1.1. 行业博物馆的定义及出现的背景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历程当中，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形成某一个行业独特的文化现象且紧密联

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这种文化现象形成的文化被称为行业文化。行业文化的发展和形成

为行业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行业博物馆相比传统博物馆而言，更具有针对性，主要是

反映各个行业特有的历史文化信息，更加贴近社会和现实。“行业”成为这类博物馆的特点，也就是其

特殊性。行业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发展中一种带有专业倾向的博物馆类型，不仅具有博物馆基本的特征，

还具有教育、研究、等功能。 
学术界认为行业博物馆是“指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相关文物标本的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机构。

它利用特殊的行业文物，以其特有的展示手段，阐述该行业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内涵，达到传播行业文化

科学知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1]。早在 1983 年，胡乔木先生为了达到保护各个行业现存的相关遗

址、遗迹和遗物等相关的文化，并且通过博物馆传播文化的特有形式达到展示行业科学技术和开展本行

业文化教育的作用。胡乔木先生通过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春季会议提出：“我们没有关于电力、煤炭、邮

电、石油……电影、戏曲、美术等等的博物馆。此外，我们也没有民族博物馆、妇女博物馆、工人博物

馆等等。这对于向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教育很不利……我现在借这个机会鼓吹一下，希望将来文化部和

其他各部，逐步地，从某一部门开始搞起来”[2]。胡先生在此次博物馆的春季会议的提议及其发言为行

业博物馆的发展打开崭新的篇章。行业博物馆的数量在中国非常少，文物局作为中国文物的管理部门，

在 2001 年提出“鼓励发展科技类、产业类的行业博物馆”的要求。此后，国家政府各个部门的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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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进行，在 21 世纪初期，我国的行业博物馆的数量达到 20 多家。 

1.2. 行业博物馆的特征 

行业博物馆作为各个行业的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发展的展现，这种属性与我国文物及博物馆事业

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行业博物馆作为这个行业文化收藏地，承载着行业的历史，又以作为行业博物馆

的独特视角，展示表现了物质化的历史发展史和多元文明的形成。行业博物馆相对于传统博物馆的广泛

性，行业博物馆展示的文化知识更具先进性、展示内容更具广博性、观众的参与互动性更强烈。 
1) 行业博物馆展览知识的先进性 
行业博物馆文物的收藏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收藏特定行业的相关的文物和标本。所收藏的行业

藏本和标本是这个行业的历史文化的承载物，行业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藏品代表着这个行业

发展的早期、现在或者包含对未来的展望。 
行业博物馆的藏品收集，主要集中于行业特定历史内容的标本及藏品。藏品主要是随着这个行业的

发展进行藏品收藏和展示，但跟随行业前进发展的脉络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行业博物馆展览内容也

会因为行业的发展转变有大的提升，行业博物馆的藏品不仅具有社会性，还具有先进性的特点。 
2) 行业博物馆观众的参与性 
行业博物馆作为通过展现本行业的历史达到梳理行业发展现状的目的，只有在对行业有充分认识的

前提下，才能展望未来，为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准备工作，并积蓄力量。正因为行业博物馆的这

些特点，使其具有很强的历史、时代、现实感，也成为了解特定行业面貌的一个有力的窗口。行业博物

馆的现实感、时代感的特点，使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必然也包含了许多反应专业科技的展品，其展览相比

于传统博物馆，必然有更大的科技性和先进性。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在行业博物馆的参观中，观众可以更大程度参与到展览当中。观众可以亲自参

与一些展品的操作，例如国外的科技博物馆，通过观众的参与来完成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使观众能够参

与到整个展览的展陈中，增加展览和观众的粘合力，从而也提升了整个行业博物馆展览的趣味性。从而

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观展体验，也为行业博物馆的发展提供很大的支持力量，促进行业博物馆

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3) 行业博物馆展览内容的广博性 
行业博物馆作为专业文化分工的产物，其主要包含的内容涉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各行业的生产状况、

不同的人民生活、不同的文化构成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等。这也就形成了行业博物馆在关注自然科学文化

的同时，还结合现实的科学技术发展，使其形成为实用、社会和人文关怀性为一体的行业博物馆。 
行业博物馆的实用性涉及的内容包含现实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社会性促使其关注的内容要跟随

时代发展的步伐关注行业在现实中的发展实况，其人文关怀性体现了作为人类生存现实反应的行业。其

中，人情冷暖也是行业博物馆不可忽视的部分，正是有了这些动人的情感注入才使冰冷的行业历史有了

温度。行业博物博物馆是特殊的，行业博物馆的内容展示又不是狭窄的，在行业内博物馆中展现了各个

行业方方面面的物质、精神、人文面貌。因而，行业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势必是广博的、丰富的、多姿多

彩的。 

2. 青少年与物馆教育 

2.1. 博物馆教育与青少年的关系 

教育是博物馆重要职能之一，在研究和发展博物馆教育的同时，也要了解博物馆观众。而青少年作

为博物馆观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博物馆研究的重要内容。青少年在年龄上是处于十三岁到十九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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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青少年的专注力、思维能力、想象力等是处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博物馆对青少

年的教育至关重要。 
1) 互动关系 
博物馆教育与青少年的互动关系，在于青少年与博物馆时相互依赖的。博物馆发展青少年教育是教

育发展需求，博物馆与青少年是共同成长。青少年作为博物馆观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忽视青少年教

育的需求。青少年作为特殊群体有其特殊性，博物馆要根据青少年的特性进行不同的对策。首先，在青

少年阶段，学生的想象力丰富，好奇心较强，且思维跳跃。青少年在参观时经常会提出新奇的想法，有

的博物馆是提供一些藏品制作视频，让青少年直观地感受；或是可以在博物馆官网设置提问解答环节。

其次，青少年的记忆力在成熟阶段具有目的性，但是青少年的专注力有限。博物馆在展览中经常设置各

种多媒体，触摸屏等方式，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力，明确目的性，加强对展览的印象。 
博物馆通过展览、教育活动缩短与青少年观众的距离感。吸引青少年能够再次参观博物馆。青少年

也可以加强博物馆的教育活动的发展，博物馆通过青少年反映的问题，通过解决问题进一步提高自己。  
2) 合作关系 
博物馆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学校之外的新的课堂，学校的教育体系与博物馆的教育体系是有差别的。

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大差别在于博物馆教育是自由的。学校教育是以教师为主，且学校教育基本

以学生成绩评定学生的学习成果。博物馆教育主要靠学生自主行为，不靠成绩评定学生的学习效率。 
博物馆教育与青少年的合作关系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博物馆教育可以作为青少年学校理论教育的

补充。青少年在参观展览时，通过展品说明牌、展览单元大纲等了解展览所展示的信息，可以拓展青少

年的理论知识。青少年阶段的学生的专注力、思维能力、想象力等正处于发展阶段，青少年的知识也在

不断的积累中。通过博物馆教育，青少年增加对知识的补充和深度理解。青少年的逻辑思维能力还不够

成熟，青少年在参观博物馆时，根据展览的分布可以锻炼青少年的逻辑能力，以及在参观单独展品时，

能够有独立的思维支撑对展品的简单概括。 
其次，博物馆可以加强青少年知识的再吸收。对于青少年来说，在学校学习到的知识，不一定能完

全理解且记住。青少年通过在博物馆的学习重拾书本上的知识，从而加深对学校知识的理解。进行学校

知识的再现。例如国家博物馆近期展出的中国古代服饰展，该展览用了 15 个复原人物，系统地为观众展

示服饰的整体变化过程。通过参观，之前在书上了解到的知识可以被瞬间拉回。 
当前，21 世纪已进入互联网时代，青少年博物馆教育的学习不只局限于实体博物馆的参观。目前，

有些博物馆根据年龄将博物馆网页设置为青少年版，且开发博物馆软件，方便在线学习，随时为青少年

学习进行补充再现。 

2.2. 博物馆教育对于青少年的意义 

博物馆作为社会公共机构，其教育功能的重要性在博物馆定义的修订不断体现。青少年就像八九点

钟的太阳，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教育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博物馆作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发展

博物馆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有重要意义。 
1) 传播文化，增强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首都博物馆时曾说：“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

人”。我国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下保存下来的。 
在 2014 年 2 月 24 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

值观自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树立文化自信。博物馆作为社会收藏机构，有着保存和传播

传统文化的责任。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的构建阶段。青少年能系统性地学习历史文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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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学校书本教育中了解，其次，就是博物馆教育。博物馆可以成为青少年教育阶段的帮手，协助青少

年学习。博物馆教育相比学校会更具有趣味性，博物馆在趣味性的同时，引导青少年以正确的态度参观。

在参观文物时，要肃然起敬，感受我国古人巧夺天工的智慧，要有敬畏之心。同时，也要鼓励青少年的

积极主动性，带着问题主动了解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展品、多媒体让青少年有直接的情感体

验，让青少年真切地感受我国历史与文化，在学习中感受快乐，增强文化自信。 
2) 全面培养，加强素质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时期，学生的创新力、审美观、思维能力等在这个时期进行完善。青少年是 21 世

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接班人，要全面培养青少年，塑造成复合型人才。亚丽桑拉·库敏斯曾说：“年

轻人对所有事物都有着全新的视角，博物馆恰恰是了解世界的窗口”。青少年通过博物馆展出各类展览

了解各地历史文化、科技知识，满足青少年的教育需要。 
博物馆是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的种类也在不断完善中：综合性博物馆、

艺术性性博物馆、行业博物馆等。青少年通过博物馆的各类展览全面了解我国文化、历史、科学发展脉

络，建立完整发展观。博物馆向青少年全面的传播自然科学文化知识，使他们的知识得到全面发展和提

高。博物馆展览在内容和形式设计方面会考虑青少年的特征，将展品艺术设计到整体的展览中。青少年

在参观展览时，首先，通过文字了解展品的基本信息，然后，通过展览设计了解展品的艺术结构，进而

为青少年进行美育教育。博物馆还可以通过专题性展览，为青少年开拓眼界，以及一些动手性展览，使

青少年在德智体美全方位发展。 

2.3. 行业博物馆教育的优势 

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公共的、非盈利的机构，其功能是教育、收藏、研究等。行业博物馆属于

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类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行业博物馆在于前面的“行业”二字，是对博物馆的限制。

行业博物馆是针对某一行业的历史文化发展进行梳理，传播该行业的文化知识。 
1) 针对性 
行业博物馆针对某一行业收集有关该行业的各种资料，可以结合该行业当今的技术、生产模式等，

对比研究古代该行业的技术、生产问题。“行业博物馆通过对行业文物的研究，揭示其所蕴涵的社会、

历史、人文、科技信息，并给予系统化的处理，提供给科研单位、生产部门和普通观众，最大限度地发

挥行业文物资料的价值，对于继承和发扬行业文化，服务当代社会有着重要意义”[3]。行业博物馆的陈

列基本是围绕有关该行业的发展特点进行的。例如园林博物馆，主要是针对“园林”进行研究，该馆有

着近一半的面积为园林空间环境，通过实景园林以及园林展厅向观众传播中国园林悠久的文化历史。 
2) 系统性 
行业博物馆除了关注古代该行业的发展，还会结合当代的社会行业的发展状况，更具有系统性。行

业博物馆通过针对性的收集资料，进而形成较为全面的、系统的反映该行业历史发展脉络。行业博物馆

除了对该行业藏品的收集，其系统性还在于博物馆涵盖了该行业专业性的研究和学术资源。这也是行业

博物馆与普通博物馆的区别，行业博物馆根据该行业有深厚的文化积累，青少年学生在参观时可以整体

地、系统地学习某一行业的知识。例如上海玻璃博物馆，收藏了国内外关于玻璃的学术资料，并设立儿

童博物馆，针对学生专门实施教育活动，结合趣味设计，让学生穿梭在属于自己的玻璃世界。 

3. 国内外行业博物馆的案例分析 

我国的博物馆网站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逐渐被大众所了解，并早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2018 全球主题公园、博物馆报告》中，我国有五家博物馆列入“全球博物馆 20 强”，但是对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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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如何发挥行业博物馆对于青少年的教育意义方面的实践十分薄弱。了解当前的行

业博物馆发展的现状，就需要对典型的行业博物馆进行详细的现场调查研究。下面将以彼得森汽车博物

馆、上海汽车博物馆、哈尔滨世纪汽车博物馆等典型的汽车行业博物馆为例进行分析。 

3.1. 彼得森汽车博物馆 

彼得森汽车博物馆作为本世纪最为伟大的建筑之作，整体的设计造型给人们一种动态及快速的冲

击力，在这座著名的汽车博物馆的设计中，还很好地展现了美学与科学技术的完美融合，彼得森汽车

博物馆在首次展出时，就如一颗巨星一样璀璨夺目。据当时博物馆的设计人员介绍，这座博物馆具有

明显的美国洛杉矶特点，这里有体现当地舒适体验的自然环境气候和充斥在空气中汽车的动感空气。

作为当地具有地标式的建筑，彼得森博物馆在展示汽车的历史、文化等的博物馆陈列的同时，还具有

很强烈的视觉图像的表征意义。这座美国城市所特有的独立及个人自由的精神，通过这座博物馆很好

地展现了出来。 
作为世界著名的汽车行业博物馆，这里不仅藏品种类丰富多样，其整体的规模也是不可小觑。这

座博物馆的建设之初就是为了在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时，达到举世文明的凡响。博物馆的外观致力于建

造一个能够充满动感、又富有生命力及生命力量的美国南加州特点的经典建筑。这座博物馆主要是利

用博物馆的动感设计来引导博物馆的观众，通过参观者富有的想象力来引起关注，从而达到动人心弦

的目的。 

3.2. 上海汽车博物馆 

上海汽车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家汽车行业的专业博物馆，位于上海嘉定安亭区域的国际汽车城，这

座博物馆建成于 2006 年 10 月 24 日。在 2007 年 1 月 17 日正式投入使用，这座汽车博物馆不仅包含了汽

车的历史展览，还涉及相关的重要人物，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其现代技术的运用，也可以领悟

到一些非常的创意思想。上海汽车博物馆是多种元素融合的中国第一家汽车行业博物馆，汇集了专业行

业的历史、现代科技在行业的运用、古董级别的藏品馆和多种元素对于品牌文化的全面阐释。以上的这

些特点构成了一个综合表达行业汽车博物馆；以汽车为主要研究对象，展现汽车行业特征，展示汽车行

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生活在这种汽车革命中发生的改变，这个博物馆以第三视角，来展现上海作为

一个时尚国际大都市的宽阔的接纳能力，青少年朋友也可自在寓教于乐的参观展览中了解整个汽车行业

的历史、技术的运用与行业文化的氛围。 

3.3. 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 

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非国有汽车博物馆，这里展示陈列着整个汽车行业历

史发展的上百年的历史文明，具有浓厚的汽车文化的历史厚重感，同时也凝聚着当代的现实精神和不同

的艺术气息。汽车行业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如果想要对其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必须要建立起一

个完成的行业产业链。刘波先生为了能够让更多爱好汽车的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汽车背后的文化、精神、

关注，申请建立了这座非国有的汽车博物馆。 
这座具有丰富藏品的汽车博物馆在 2009 年正式得到批准成立，整个博物馆的展览主要分为四大部

分，主要包含国内自产、国外进口、军用型和红色系列藏车这几个大主题，在这，展览品种具有古董级

别的老汽车可达 120 多辆。这些展览不仅有实体的车型，还配以汽车图片和充足的文字说明，通过这些

元素的组合不仅生动形象，还立体地展现了汽车在近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哈尔滨世纪汽车博物馆利用实

物、图、文并茂的手法，具体形象地表现了汽车行业从到有、从小众到普及的精彩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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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汽车博物馆 

北京汽车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是我国第一家由国家主导发展的汽车类行业专题博物馆。北京

汽车博物馆于 2011 年建成开放，建筑面积约为 5 万平方米，展厅分为常设展和专题展，其中，常设展厅

有 3 层，位于整体建筑的 3~5 层，其中，第三层为未来馆，第四层为进步馆，第五层为创造馆。北京汽

车博物馆是我国最早的行业博物馆之一，也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科

普汽车知识和进行青少年教育的双重职能。 

4.1. 博物馆目前存在的问题 

1) 公众认知水平一把抓，缺少对目标观众群的深入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颁布实施，让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设施成为支持全民阅读、全民

科普的中坚力量[4]。在目前发展势头比较好的现代化尖端行业中，由于缺乏对目标观众的接受能力、知

识储备、学习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展览的内容往往会因太过晦涩难懂、表达方式过于浅显粗陋，从而使

满怀学习热情的青少年们参观之后一头雾水，不免会打击学习的热情，导致对该馆、甚至于对该行业都

处于一种望而止步的心理。北京汽车博物馆无疑是忽视了对青少年群体性特征的研究，所推行的科普知

识教育并不完全适用与青少年，虽然在科技手段的运用下，青少年群体在参观的过程中不至于产生博物

馆疲劳的现象，但对于行业科普知识的学习往往只浮于表面。 
2) 展出内容忽略背后的故事，缺乏情感上的共鸣 
行业博物馆有别于一般博物馆之处在于，行业博物馆是立足于本行业的藏品的展示、宣传与教育的

专门机构，是保护本行业历史遗产、传播科技知识、宣传建设成就、弘扬先进文化的公益性场所，是集

博物、科普、参与、娱乐及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公共文化场所[5]。在展览内容上，北京汽车博物馆分为 3
个展厅，客观地叙述了汽车从无到有、从少数人到多数人拥有的历程，同时，也讲述了中国对于汽车出

现的贡献。但整个展览的单元划分在安排上内容欠妥，所选择的历史事件避重就轻，缺少世界高度上的

情感共鸣。汽车博物馆在展品选择上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单个文物背后故事的挖掘深度来讲，过于浅显。

作为被教育者的青少年来讲，不仅所要科普的内容太过简单，而且会有一种汽车发展的过程中一帆风顺、

水到渠成的错觉，不利于青少年价值观的建设，容易误导青少年只过于惊叹成品的出现，而忽视了背后

无数重要的一环，却缺少对成就的来之不易的情感共鸣。 
3) 专业性、科学性与普遍性失衡，知识接收小于即时体验 
现代化高新型多媒体数字技术在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展览中占有总要地位，在传播汽车文化的过程中，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成果，巧妙地将虚拟和现实、历史与未来相结合，并十分注重发展与观众的互动，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展览模式。从而使该馆的科技感、现代感气息浓厚。北京汽车博物馆作为行业博物馆，

理应基于汽车行业本身，介绍汽车行业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对观众进行恰如其分的行业教育。但在其

实际的工作中，北京汽车博物馆在一些定义上过于笼统，没有进一步的细化，从而导致不同人群面对什

么是汽车科普、汽车科普包括哪些内容、应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展示等问题，缺乏相应的标准。就其本身

来说，作为一个博物馆，理应将其教育功能作为第一位，通过汽车来宣传背后的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但其对自身的定位和认知不足，行业知识的宣传过于专业，远超出观众的接受能力。因此，作为新一代

的行业博物馆来讲，北京汽车博物馆应以各种科技手段为辅，讲好汽车文化为基本任务。 
4) 中国贡献与世界速度概念界定不清 
汽车博物馆的展览内容设置，不可否认的是，确实带有浓重的中国情怀。但我们应明确的是，中国

确实是错失了两次进行工业革命的机会，在汽车出现的时代并没有参与创作，所以对于汽车的产生在中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6106


康丹丹 等 
 

 

DOI: 10.12677/ve.2022.116106 695 职业教育 
 

国而言，确实是属于“舶来品”，所以在安排陈列展览时，将中国的贡献归为“车轮”是不合适的，一

是因为中国并不是最早出现轮子的国家，二是因为工业革命中汽车轮子的使用也并不是由中国传入。中

国在经过了汽车的“初传期”后，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迅速在中国本土成长，相应的，也出现了许多本

土的重工业公司、品牌，如解放、红旗等，其质量方面也都收获国人的口碑，同时，在汽车制造方面，

中国同样做出了相应的改进与贡献，不仅使本国的汽车制造得到了优化，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在汽车制

造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对于这块的表述，北京汽车博物馆所展示的内容却寥寥无几，中国之于

世界汽车行业的贡献，亦或是中国本土造车的经验、背后的故事都没有进行展示，是作为行业科普的最

大缺陷。 

4.2. 解决办法 

1) 展览内容个性化：Individuality 
任何一项事业之所以会使社会公众产生陌生感，主要是因为其本身与大众产生了一定的距离，这

种距离因为神秘慢慢的在社会行业中游离于普通人之外，似乎逐渐成为了某类人群的专项职能。针对

青少年这类目标观众群，汽车博物馆必须打造有鲜明汽车主题的观众新体验，科普的内容包括汽车的

起源、汽车的缘起以及汽车进步的几个关键节点，重点讲解汽车带来的社会化效应，激发青少年对现

代科技的热情。 
因为青少年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期，所以对于青少年的教育重点，首先，应放在思想层面，先树

立优秀榜样人物的事迹，包括在汽车产生之初的动力发明者，诸如英国人塞维利的塞维利蒸汽机、纽科

门蒸汽机，以及后来的瓦特蒸汽机的如何出现等对于这部分的思想建设的重点，除了重点关注于其成就

外，还要重点突出科学家们运动科技力量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机械工业甚至社会的发展，突出人的伟大创

造力，激发少年培养科学理想、提高科技素养以及探索科学的热情。其次，对于汽车本身的展示，展示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汽车确实是必要的，同时，也有必要梳理同时期不同车辆的类型，这些使目前汽车博

物馆已经在着手准备的内容，但青少年不同于成年人，也不同于学者，对于历史上的车辆很难产生惺惺

相惜，他们的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所以针对这类人群不妨做一些专题展，比如以汽车品牌老字号为主

线，以某一类汽车，最好是延续至今并发展势头良好的品牌，有助于在情感上建立起联系，这一中国的

时间线也应该展示出来，表现的使迅速腾飞的盛世景象，激发青少年家国情怀，培养爱国精神。 
2) 展览手段智能化：Intelligentise 
定义文博行业的数字化或者智能化，不能单纯地靠现代某一种高新技术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真

正的智能化在于是否颠覆原有的博物馆经营模式，在虚拟的数字空间中构建出新的、涉及博物馆展陈列、

展览内容、博物馆观众等众多环节的新模式[6]。行业博物馆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向观众解说行业故事，

普及行业知识的职能，通过博物馆教育向观众展示某一行业相关科学知识，拉近了行业与社会的心理距

离，先实现知识的先进性，内容的广博性，逐步实现智慧化。 
博物馆实现智能化的第一步便是大数据处理系统的营建。数据分析系统主要包括客流统计、移动终

端实时信息显示、接待服务导览、讲解等。即通过对博物馆观众的前在数据的处理，有助于掌握观众的

喜好、知识水平等情况，为博物馆展览内容的安排、陈列方式的布置有着重要意义。移动终端显示包括

手机 APP、官方网站以及微博等第三方平台的建设的智能化，建设一个专属的人工智能。汽车的相关知

识可以通过虚拟的人工智能以语音或者对话的形式接收，对于汽车复杂的配件，也可以通过平台将其细

节展出。观众到馆参观，除了满足学习的目的，还有参观的整体感受是影响参观效果的重要原因，观众

可以借助现代科技，实时掌握博物馆的展览情况，及时反馈参观信息，通过第三方平台深切感知展览内

容。博物馆尽量通过一系列现代运营理念，使整场展览真正成为私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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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陈效果的沉浸化：Immersion 
行业博物馆科普推广阅读的重点在于将晦涩的行业知识通过陈列展览，创设出多样的展览情境，使

观众在所营造的氛围中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时空，以一种亲历者的视角见证行业的萌芽、发展与壮大。同

时，讲好文物故事，将汽车出现的背后历史故事一一展示在观众面前，实现更广阔的时空对话。在展览

的过程中，试图在行业专业性与大众认知普遍性中寻求平衡，达到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方法的传播以

及科学素养的形成。 
斯图加特保时捷博物馆的展览中，大量运用了电影叙事结构，并讲到了有关心里叙事的作用：“在

心理叙事结构的参与下，受众与展品之间产生了广泛的情感联系，可以像艺术品和文物一样添加情节”

[7]。青少年作为汽车博物馆的目标观众群，除学校强制组织参观外，能够吸引他们进馆进行科普阅读的

首推博物馆主题的创设，使他们本身对博物馆所宣传的内容有一定的向往。所以汽车博物馆在主题的选

择上在整个展览氛围中起到绝对的烘托作用，需要用到特定的灯光、音效等烘托主题，打造符合主题要

求的情感基调，能与青少年的心理有所联系，使青少年能够对本次展览产生一定的兴趣。在展陈效果中，

要通过叙事创设相应的氛围，从单纯的“物”到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现代科技的三维展示技术结

合情境设置达到教育的目的。 
4) 展陈过程的互动性：Interaction 
汽车作为博物馆展览的展品，本身并没有叙事功能，也没有与观众沟通的能力，必须借助博物馆陈

列展览的手段时间超时空的对话。但是，在展览的过程中，应摒弃单纯的技术流，不应停留在物体本身

的互动，博物馆应更加地积极主动，从展品–展厅–主题，实现多方面、多角度的双向互动，尽力达到

博物馆所想要表达的主旨。 
作为宣传行业知识的博物馆，应该把传播行业知识、传递科技思维、培养科技理念放在首位，所要

打造的互动性必须和电玩城、4S 店严格区分开来，打造特有的互动方式。因此，可以借用已有的虚拟技

术，让观众立足于当时的时空，加强沉浸式体验，使教育意义活动更加具有创造力使青少年产生一种油

然的满足感。此外，还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主题或是纪念日，引发观众有意识的联想和情感上的波动。

另外，在展览的过程中，可以设置展厅相应的益智类互动小游戏，利用现代科技将汽车知识的主角通过

虚拟技术作为人工智能，通过关于汽车知识的问答环节，不仅增加了博物馆展览的趣味性和新奇性，也

实现了与参观观众的超时空的对话，使青少年能够与汽车鼻祖实现双向互动，引发青少年对当今科技的

兴趣和对汽车行业知识的进一步掌握。 
5) 博物馆行业发展一体化：Integration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地球村”将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联系起来，汽车这一充满科

技感的产物也不例外，发达国家提供核心科技，水平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产品加工，劳动力最低廉的

发展中国家则提供产品的组装。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联系成了一张网，来自世界各国的零部件被组

装起来，最终又售往世界各地，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取向最终凝结成一辆车子，

被具有相同审美爱好与价值取向的客户所购买。这种一体化既是经济的一体化，也是情感的一体化。 
汽车博物馆宣传的行业知识绝不应只看到了世界发展，忽视中国贡献，也不应仅将中国的成果妄自

夸大，看不到世界的发展。提供最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与围绕发达国家制造汽车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一

个卫星体系，在配合发达国家进行汽车制造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念、审美观念、价值取向也在

潜移默化中渗透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心中，因此，当发展中国家通过自己较为低廉的价格争取到对汽

车进行加工换取经济效益的同时，他们也被本不属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情感与文化所植入。汽车博物馆

展示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组装了一辆汽车，而这汽车凝结的是人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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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人工劳力所携带的思想感情，辐射而来的光芒最终将反射回本体，中国文化即便在汽车这样一个

绝对的西方产物身上也展示出了最强的生命力。 

5. 小结 

在后疫情时代下，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与过去传统的博物馆追求的“行业深耕”、

“囤于自我”的定位不同，新形势下的博物馆越来越强调“故事性”、“趣味性”，更加注重“以人为

本”，关注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行业博物馆作为讲述行业知识的专门性博物馆，在成立之初便被赋予

了教育的职能，但一定要与传统的说教性的教育区分开，更多地发挥博物馆教育的特色，通过现代科技

设计打造沉浸式的空间氛围，陈设语言上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激起青少年的参观兴趣，在叙事方式上

由原来的“翻译官”转向以观众为中心，保证青少年在探索中发现、认识行业的发展情况，在“润物细

无声”中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并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在游中学、在学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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