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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教育是当前时代博物馆新增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在收藏功能和研究功能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通

过对博物馆文化教育的论述，明确博物馆文化教育宣讲策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丰富立体的多项问卷

调查统合出参观人群的基本信息和参观诉求，再结合当前科技的发展，给出博物馆文化教育宣讲策略拓

展的五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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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new function of museums in the current era, which is formed 
under the joint effect of collection function and research functio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mu-
seum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of the propaganda strategy of mu-
seum culture and education are clarified;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appeal of the visitors are in-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77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774
http://www.hanspub.org


王越 

 

 

DOI: 10.12677/ae.2022.1212774 5096 教育进展 
 

tegrated by a variety of rich and three-dimensional questionnair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
velopment of curr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ve paths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museum’s cultur-
al and educational propaganda strategy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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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即“人文化成”，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社

会习俗等一系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教育是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教育是在

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与组织之间多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侧重对文化的普及和

阐述，进行有意义的信息传递、共享、接受及反馈的活动[1]。博物馆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已经从单

纯的展览文物、介绍历史信息的机构慢慢转变为附加文化教育功能的载体。 
博物馆作为文化教育的特殊符号，具备以下几点特征：一、真实性，也可以说是直观性即博物馆的

文武藏品是真实可触的(当然大多数文物我们是无法触摸的，但视觉上的确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同时通过

讲解者对相关文物的深入解读可以更加便捷的了解到相关知识，从而将视觉享受转化为学习体验，即将

文物解读从视觉的二维提升为三维的更加全面的解读；二、选择性，我们要了解到能够进入博物馆的展

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它们是无数的考古与文博工作者在运用专业知识选择的结

果，具有各时代的特色；三、系统性，博物馆展现的文化要素虽庞杂，但其往往在选择的基础上，经过

相关工作人员的再设计。由于进行了有目的性和规划性的设计，因此其教育属性、信息都得以更加系统

而科学地分布。 
博物馆文化教育过程包含了教育者、受教育者、信息、媒介和反馈五大要素。在博物馆文化教育中，

教育者身份处于核心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大众需求的日益增加，以文化教育为拓展的博物馆功能

变得更加复杂化，在多元化的媒介中，也构成了参观者与讲解者之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良性互

动。 

2. 荆楚文化受众需求调查设计 

本文尝试从观众拓展的角度研究博物馆文化教育的有效策略，为加强本文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湖北

省博物馆为文化教育主体，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观众对于荆楚文化以及博物馆服务的各项需求，结

合前文提到的观众拓展策略制定流程，设计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博物馆文化教育策略。 
本次问卷调查采取的方式为抽样调查法，从总体上确保其遵守随机原则；在可控制的误差范围内，

用样本指标推断代替总体。在问卷的设计上，涉及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参观需求等构建群体

画像的问题要素。在问卷的发放上，采用抽样调查组织形式中的等距抽样形式，在 2021 年 4 月~6 月期

间，分上下午共六个批次投放问卷，在博物馆入馆门口共投放 210 份问卷，回收有效样本 200 份，样本

回收率超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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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样本基本信息及描述性分析 

2.1.1. 受访者性别及年龄构成 
本次样本的有效容量为 200 人，其中男性 85 人，占总人数的 42.5%，女性 115 人，占总人数的 57.5%，

总体而言男女比例均衡。 
从年龄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如图 1 所示，样本的年龄区间集中于 19~30 岁、31~40 岁两个年龄段，

分别占了总量的 56%和 18%。也就是说，19~40 岁年龄段的样本占了总量的 74%。由此可见，青年、中

年群体为本次调查的主体，也反映出博物馆的主要受众群体为中青年。 
 

 
Figure 1. Age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图 1. 受访者年龄分布图 

2.1.2.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 
从受教育程度的视角进行分析：在问卷中设置了六个层次的受教育程度选项，分别为“小学及以下”

“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2] (如图 2 所示)：其中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群体几

乎占了总量的半数，为 49%；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群体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为 23%；其余受教育程度

的人数都很少，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硕士及以上的群体各占总数的 7%；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人数

仅占总数的 3%。由此可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79%)是参观博物馆的主要受众群体。 
 

 
Figure 2. Educational background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图 2. 受访者学历分布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774


王越 

 

 

DOI: 10.12677/ae.2022.1212774 5098 教育进展 
 

2.1.3. 受访者社会身份构成 
以从事职业及社会身份的角度去分析[3] (如图 3)：在校学生是参观博物馆的主体人群，占总人数的

40%。在此需补充说明的是：受访群体中占主体地位的学生群体不按照学龄段划分，而是按照参观目的

划分。根据交流得知，前往博物馆的学生群体由两种目的组成：学习活动和专业实践活动，前者以中小

学生为主，是湖北省各中小学组织传统文化类教育学习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后者均为本硕应届毕业生，

是以前往博湖观进行专业实践或收集毕业设计素材为目的的。 
其次是企业及公司的工作人员，占了总人数的 18%，与之总量类似的还有占总人数 14%的个体经营

及自由职业者、占总人数 13%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新闻工作者以及占总人数 10%的党政机关工作

人员。由此可见，除去有学习和实践活动任务影响而占有半数的学生群体以外，以职业来衡量，则企业

及公司工作人员是参观博物馆中比重突出的群体。 
 

 
Figure 3. Composition of respondents’ occupations and identities 
图 3. 受访者的职业及身份构成图 

2.2. 参观需求分析 

通过对收集的观众数据进行分析，能帮助我们充分了解观众的真实需求，进而为博物馆文化教育策

略的设计提供更加坚实的现实支撑。 

2.2.1. 影响观众是否参观博物馆的因素分析 
根据图 4 可知：在回答哪些因素会影响调查者是否去博物馆参观这一问题时，博物馆的展览内容成

为影响力最高的因素，有 76%的调查者选择了这一选项。博物馆展馆展厅设计的优劣成了受访者用于衡

量该博物馆是否值得前往参观的第二考量因素，约半数的受访者(51%)选择了这一条。除此之外，博物馆

及展览票价、博物馆公共环境设计并列受访者考虑因素的第三顺位，均占总量的 46%，其余影响因素都

不足四成。由此可见博物馆展览信息的内核(内容)和外延(外部环境，包括环境设计和经济因素)是大众是

否会去参观的两大要素[4]。 
将这一结果与“是否去过湖北省博物馆”问题进行交叉分析，由图 5 对比参观过湖北省博物馆及没

有参观过湖北省博物馆的样本情况可以发现，去过湖北省博物馆的观众对于相关因素的选择占比都要多

于没去的潜在观众。现有观众会比潜在观众更加在意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展厅设计，这说明对于现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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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而言，博物馆提供的文化内容的质量尤为重要，观众希望博物馆能为其带来更多的文化体验与历史知

识，并希望博物馆能持续输出优质的文化内容。除了展厅与内容上现有观众与潜在观众存在较大差异，

基础设施与相关硬件的需求方面，潜在观众的所考虑的比重更大，这说明，相对于现有观众，基础设施

的完善对于潜在观众有更大吸引力。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对于观众来说，博物馆的内容、展

厅设计等文化内容的更新质量与更新频率是老观众维持与新观众拓展的关键。 
 

 
Figure 4.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visitors to museums 
图 4. 影响观众参观博物馆的因素分析 

 

 
Figure 5.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visitors to museums 
图 5. 影响观众参观博物馆的因素差异性分析 

2.2.2. 博物馆影响力及宣传渠道分析 
针对湖北省博物馆的观众拓展具体情况，设置了包含三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分别为“是否去过湖北

省博物馆”、“是否了解湖北省博物馆的展览”、“是否了解荆楚文化”，也就是由浅入深得了解观众

群体的数量和文化艺术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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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图 6、图 7 显示，针对第一个问题“是否去过湖北省博物馆”的回答，有

56%的人选择了去过，44%的人选择了没去过。也就是说已有观众和潜在观众的分布大致平均；针对第二

个问题“是否了解湖北省博物馆的展览”的回答，有 22%的人完全不了解，57%的人只了解一点，两类

人群占总数的 79%，这表明绝大多数人对湖北省博物馆是缺乏了解的；针对第三个问题“是否了解荆楚

文化”的回答，有 39%的人完全不了解，46%的人只了解一点，两类人群占总数的 85%，相比于对湖北

省博物馆的不了解，人们对荆楚文化的认识则更加匮乏。由以上的统计数据可简要分析出：虽然湖北省

博物馆的观众人群不算少，但是大部分人缺乏对湖北博物馆文化教育模式和荆楚文化本身的了解，亟需

“审美培养”和“受众教育”发挥作用。 
 

 
Figure 6. Have you ever been to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and learned about the exhibition of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图 6. 是否去过湖北省博物馆、是否了解湖北省博物馆的展览 

 

 
Figure 7. Do you know Jingchu culture 
图 7. 是否了解荆楚文化 

 
根据湖北省博物馆原本就已经在进行的文化教育，笔者还做出了关于观众对于湖北省博物院文化宣

讲渠道的问卷调查，即对湖北省博物馆文化教育开展渠道的了解程度的问卷，包括对湖北省博物馆官方

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和广播四种文化教育开展渠道的了解程度。根据图 8 的调查结果可知，从整体

上来看，群众对于湖北省博物馆文化教育开展渠道的了解很匮乏，只有对微博这一渠道的了解超过了五

成，为 56%。总体上来看，群众对湖北省博物馆文化教育开展渠道了解匮乏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群众

本身对湖北省博物馆就不甚了解，自然不会对文化教育开展渠道多做了解；二是群众缺乏对湖北省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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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文化信息和荆楚文化的了解，因此和湖北省博物馆文化教育渠道内所宣讲的内容有壁垒，难以产生兴

趣，自然就缺乏对文化教育开展渠道本身的了解了。从各渠道来看，群众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了解远

高于对广播和官方网站的了解，这和当代人习惯的接受信息方式有关。当代人习惯于接受微信微博根据

个人喜好推送的信息，相对来说不愿意主动去博物馆听取广播宣讲，也不愿意主动去官方网站收集信息。

因此，湖北省博物馆在文化教育开展渠道的选择和运作上尚有极大的改善空间。 
 

 
Figure 8. Analysis of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channels of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图 8. 湖北省博物馆教育宣传渠道分析 

2.2.3. 博物馆文创产品对观众的影响分析 
根据本次针对“博物馆文创商品吸引力对观众吸引力”的抽样调查图 9 可知：有超过六成(63%)的受

访者对文创商品有极大的兴趣，他们也愿意为了文创商品去参观博物馆；有不到三成(28%)的受访者对文

创商品没有特别的兴趣；而对博物馆的文创商品完全不感兴趣的人群只占受访者中不到一成(9%)的比例。

再进一步从受访者的性别分布分析，博物馆文创商品对女性的吸引力远高于男性，仅有 7%的女性对是否

去参观博物馆的规划不受文创商品的影响，而能被文创商品吸引而去参观博物馆的男性只有 57%。 
 

 
Figure 9. Wheth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attract visitors to the 
museum 
图 9. 文创产品是否能吸引观众参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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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流程的精细化操作 

从调查结果可知：博物馆的受众主要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和中青年企业白领；博物馆展览信息的

内核(内容)和外延(外部环境，包括环境设计和经济因素)是大众是否会去参观的两大要素；文创产品在观

众总体来说兴趣高，可接受程度强；大部分人缺乏对湖北博物馆文化教育模式和荆楚文化本身的了解；

同时不能忽视尚未参观过博物馆的潜在人群的意向。 
因此对于博物馆文化教育宣讲的策略主要涉及五大方面：基于平均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博物馆应深

化与受众的沟通交流，接受可行性高的意见和建议；基于大众对博物馆展览信息内核和外延的考量，博

物馆应在多层次丰富文化内涵；基于大众对文创产品的兴趣，博物馆应加强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以及推

广，多维度拓展博物馆教育宣讲渠道；基于大部分人对湖北博物馆文化教育模式和荆楚文化本身的了解

的缺乏以及对潜在人群的兼顾，博物馆应从多设备、多平台上引领游览和分享文物，开发应用软件，拉

近观众和文物的距离。具体建议如下： 

3.1. 跨媒介：“媒体+”深度强化与受众的沟通交流 

“文化 + 品牌”的转型思路：随着公众文化素养的提升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公众的消费更倾向于多

样化与个性化。在品牌化构建的案例中，最为成功的是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现存唯一的中国古代最大

的完整宫殿群，其集空间设计、历史底蕴、宫廷文化等不同的领域为一身，其独特性是其他博物馆无法

比拟的，所以故宫以其作为古代皇权统治的象征，将其自身定位为“皇家文化”，突显自身内涵并更加

吸引民众，民众本身对于古代皇帝生活的兴趣，以及对于辉煌雄伟建筑的欣赏，在“互联网+”的渠道之

下，故宫主动把握网络传播的规律，构建新的教育生态，不断发掘自身文化内涵，将独特的文化因素凝

练到品牌构建中，形成自身品牌的持久的生命力。 
用户在使用博物馆相关推广产品如微博、APP 等时，必然会产生能够反映其偏好的行为数据，随着

数据知识的推广以及数据分析技能的普及，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从用户行为数据中提取出更多有价值的

信息，有价值的信息对于形成精确的用户画像有着莫大的帮助。用户画像的作用在于对用户的各项特征

打上标签，这些标签中包含着用户的各种偏好，在了解到人群的偏好后，博物馆在进行文化教育时就能

和用户进行更有效率的互动了。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根据调查问卷，真正去过湖北省博物馆参观的人

群只占总人数的半数，并且绝大多数人对湖北博物馆的构造并不了解。因此，即使是去过湖北省博物馆

的观众，他们在选择参观路线和重点展区时，都不能很好地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模块，更多地是根据

对展厅和展品简介的断章取义，囫囵地决定的，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观众的观感体验，也不利于文化教

育。在有了用户画像后，这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博物馆会仿照用户画像的标签类别，将展厅和展品进

行分类，然后给观众做出合理的推荐；已经多次来过博物馆的观众，系统也可以收集观众的信息，推算

出观众的兴趣点，以推送下次参观的推荐路线、活动。因此，在用户画像的参与下，无论是新观众还是

老观众，都能获得极佳的参观体验，这不仅增加了博物馆的人气，而且特定的兴趣标签也能用在对文创

商品的售卖推荐上，全方位提升文化教育效率。 

3.2. 融文化：“文化+”多层次丰富博物馆文化内涵 

如前文统计数据可知，对于观众来说，选择参观博物馆与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博物馆能否长期稳定

的提供高质量的文化内容，这对于博物馆发挥文化教育效能十分重要。“文化 + 品牌”的转型思路，公

众文化素质与主体意识的提高，其消费更趋向于个性化、多样化。湖北省博物馆依托荆楚文化，结合时

事，融贯古今，推出了一系列深受群众喜爱的主题活动。如举办“三国志”文化展，推出三国主题的文

创产品；在官微发布趣味文博，展示编钟乐舞，达到了推广编钟的效果。凭借出色的创新力，湖北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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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官微还入围了文创新媒体论坛举办的 2020 文博十大创新力官微评选中的“文博新媒体年度榜单”。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省博物馆官微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再接再厉，自 2021 年元旦伊始，陆续推出了湖

北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系列表情包，深受年轻群众的喜爱。 
除了“文化 + 品牌”，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博物馆与美术馆之间的合作也能有效丰富博物馆的展

示内容、提升博物馆的文化教育效力。湖北省博物馆与湖北美术馆相距不过 200 米，与博物馆主要收藏

历史名器不同的是，美术馆的馆藏大都富有现代艺术气息，前者承历史之厚重，后者撒今人之逍遥，若

两者能进行更多深入的互动，续古延今，为观众带来多层次、跨时代、融文化的艺术展，为观众拓展对

荆楚文化的理解。 

3.3. 联产业：“产业+”多维度拓宽博物馆教育宣讲渠道 

观看影视作品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之一，将文博教育信息以影视作品为载体，一方面增

加了文博教育信息的传播面，提升了受众群体数量；另一方面比起传统的展品讲解，影视作品的故事性

和趣味性更强，更能展现历史情境，将情境教学的理念代入文博教育中，也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例

如故宫博物院牵头拍摄的文博教育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全片富有故事性和生活气息，同时也包

含了严谨的历史考证和事实阐述，使整个教育活动富有趣味性。其传播方式是先台后网，先纪录片后院

线，借助互联网的巨大传播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果，引发了线上线下的公众的热议。我们应该

加强影视业与文博业的融合，让中华文明的“匠人精神”跨出博物馆的围墙，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并以此

深深自豪。 
除了影视产业，博物馆文化教育宣讲渠道的另一富有新意的拓宽渠道就是美妆产业，随着“中国风”、

“国货之光”的普及，国内 80 后、90 后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产品，这其中自然

也包括美妆产品。“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反映爱美之心自古有之，而古人独具风韵的图案形式也

在吸引着当代年轻人的注意力。这一类文创产品的推出能有效提升博物馆文化在年轻女性中的曝光度，

提高文化教育效力。同理，湖北省博物馆也收藏了许多独具荆楚文化特色的器皿图饰、这些都是富有设

计意义的荆楚宝藏，若能将其与彩妆行业相结合，设计出独具荆楚特色的美妆，对于荆楚文化的教育宣

传大有裨益。 

3.4. 创应用：“5G+”多设备引领掌上畅游博物馆新潮流 

据介绍，早在 2018 年 11 月，湖北省博物馆就和湖北移动签署协议，打造了“5G 智慧博物馆”。所

谓的“5G 智慧博物馆”，就是通过对博物馆进行 5G 网络全覆盖，使用 VR 技术，搭配多视角自由切换，

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游览博物馆的想法变成了可能。从理论上来说，“5G 智慧博物馆”是利用 5G 技术

挖掘博物馆信息化的成果，通过 5G 全景和 5G AR 导览等技术，丰富了游客的游览方式，给游客带来了

生动立体的观感体验，是真正实现了博物馆游览的智能化和自主化。从实际上来说，VR 体验区已经覆盖

了博物馆的“乐”主题区和“兵”主题区，例如“乐”主题区的曾侯乙编钟是一套礼乐重器，在科技的

辅助下，游客只需要敲击 LED 屏上投射出的曾侯乙编钟，就能听到相应的音乐。这种古今文创的相互辉

映体现出信息化时代荆楚文化的先进展示方式。除此之外，湖北省博物馆也配套开发了全国首个“5G 博

物馆”app，在博物馆现场也设置了 app 展区，以确保观众可以通过 app 游览博物馆，拍摄文物照片，解

读文物信息，品味文物底蕴。 

3.5. 零距离：“表情+”多平台分享让文物“活”起来 

距离感是文博走近群众需要打破的阻碍，为了让博物馆里的文物走近群众的生活，走向寻常百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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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 2021 年牛年春节，湖北省博物馆联合湖北日报精心打造出了庆贺牛年的系列表情包。在表情包的

设计上，为了迎合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表情包一方面用传统吉祥语句传达出了节日的欢乐氛

围，另一方面添加了传神的表情动态，渲染出灵动感和趣味性。而且为了方便群众在欣赏的同时能够分

享、下载和使用，湖北省博物馆将这批表情包资源放在了湖北省博物馆和湖北日报的客户端、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上，供广大群众免费下载使用。这批表情包涉及了许多馆藏珍贵文物，如“编钟祝你如日

中天”、“尊盘祝你金玉满堂”，等，即宣传了馆藏文物的文化特质，也激发了群众对认识和欣赏文物

和背后文化底蕴的好奇心和参与感，这不仅丰富了群众“就地过年”的文化生活，也拉近了文物与群众

的距离。湖北省博物馆这种性质的文创活动，在全国也属罕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宣讲渠道

和教育宣讲方式宣传文物，是以文物为载体，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优秀案

例，是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极融入现代中国社会的关键一步。 

4. 结语 

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的主力军，为充分提高其文化教育效果，进行文化教育宣讲策略研究具有

现实意义。根据实际的调查活动得知，当下观众对于参与文化活动还有很深的代沟，文化教育的表现形

式距离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还有一定的距离。从文化教育的主体来说，对于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不

能生搬硬套国外或者过往的经验，要根据现有的国情、民情、风土人情，走出一条符合本博物馆、本省、

本国人民文化需求的文化教育道路；从文化教育的受众来说，我国有超过十四亿的群众，这些群众都是

文化教育活动的观众或潜在观众，如何根据不同观众人群的不同需求，做到文化产品的百花齐放，做到

文化创新的兼收并蓄，这些都是文博领域开展教育活动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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