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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数字技术在博物馆展陈设计中的

应用分析

■周利霞／烟台市城市规划展示馆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
展，新媒体数字技术的应用需求越

来越高，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人们生

活的各个领域，真实地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新媒体数字技术在博物

馆展陈设计中的应用，既要考虑到

新媒体数字技术的技术概念又要

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博物馆展陈设

计现状，更好的找到二者的契合

点，从博物馆展陈理念的革新、展

陈方式的多元化，展陈形式的互动

性等等方面切实应用到数字媒体

技术，提高博物馆的展陈质量的同

时提高游客的游览体验，切实实现

文物保护的同时，实现我国传统文

化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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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

体，博物馆展陈质量的提升也影响

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步伐。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形式

的博物馆要想继续更好的实现中

国历史文化传承和教育的目的，需

要打破传统的单一的展陈思想和

展陈形式。新媒体数字媒体技术

在博物馆展陈设计中的应用在一

定程度上为博物馆展陈注入了新

的活力，

一、新媒体数字技术的概念

所谓的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

是与当下传统的媒体形式相对应

的。新媒体数字技术是以互联网

和移动通信技术为支撑的，以数字

化为传播媒介的，以数字电子设备

为创作和展示媒介，运用视觉语言

来表达艺术家思想和观念的当代

技术。数字新媒体技术包括图像、

文字、音频、视频等等多种形式，传

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上信息的采集、

收集、存储、分析、管理以及应用数

字化。新媒体数字技术是信息社

会中新的，应用更加广泛的载体，

已经渗透到了各行各业，从方方面

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新媒体数

字技术在博物馆展陈设计中的应

用，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受众精神

文化需求的［１］。

二、博物馆展陈设计的现状

分析

博物馆是传承和保护自然和人

类文明的重要的公共场所，是历史

与现代实现衔接的重要纽带和桥

梁。传统形式的博物馆一般都通过

征集、典藏、成列和人文研究，对管

内物品分类管理来体现博物馆的文

化价值。它即使文物保存和陈列供

公众欣赏的公共区域又具有实现文

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和意义。

从传统的博物馆资源的陈列

方式和内容来看，传统的博物馆陈

列设计一般涉及展品较少，形式相

对单一，古板，缺乏一定的趣味性

和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不能现实的

够满足大众对于文化精神追求的

需求。我们必须强调博物馆的建

设和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应该具体

自己一定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不

能够拘泥于形式。

我国文化源远流长，是四大文

明古国之一。国内的文物资源其

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在一部分相对

偏远的山区，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

和当地的重视程度和文物知识不

足，文物不能够得到及时收集和整

理的情况也是有发生，造成部分文

物因保护不及时产生损坏，失去应

有的而研究价值。

传统的博物馆展陈设计上更

加注重形式，缺乏一定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操作。展陈形式的单一会

造成文化精神不能够顺利的实现

表达和传播，“古板”的展陈形式

很难让观览群众产生身临其境的

感觉，不能及时的把握文物的文化

精神，也找不到观览的头绪，从而

拉开观览群众与展陈作品的距离，

甚至部分人群还会觉得“看不出什

么不同”“不知道想表达什么”等

等这些“不知所语”的思想［２］。

博物馆同其他的商业机构不

同，它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是一

种公共性的机构，所以在博物馆的

宣传推广上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既不能太过于商业化，引起大众的

反感，又不能不宣传，否则博物馆

的手中群众会更少，文化传承接受

群体也会更少。如何既能够实现

博物馆展陈作品的保护和研究又

能够满足当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成为了博物馆展陈设

计实现创新的两大方向。让博物

馆展陈设计真正意义上“活”起

来，才能让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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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到更好的传承。

三、新媒体数字技术在博物馆

展陈设计中应用的积极意义

新媒体数字技术在博物馆展

陈设计中的应用能够实现通过数

字媒体将传统的“静态”的陈列

“动态化”，打破传统的博物馆陈

列模式———“基于展台，聚光灯展

示”的限制，让博物馆展品的陈列

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在新媒体

数字技术，可以将静态的展品通过

３Ｄ技术实现数字画面展示，让观
览人员能够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更

生动的实现对于展品的观览，更全

面的把握展品的属性和信息。并

且在数字展示技术的引导下可以

形成一种展示“场景”，容易将观

览人员带入一种“感同身受”“身

临其境”的状态，帮助观览人员顺

利的了解展品的相关属性和展示

价值，感受到相关展品带来的历史

艺术气息，真正的实现让静态的展

品“活起来”。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３Ｄ技术，ＡＲ
技术等在博物馆展陈设计中应用

能够吸引更多的对相关技术和历

史文物有研究兴趣的人群去进入

到博物馆进行欣赏和研究，也赋予

了博物馆在新时代的新的历史教

育意义，使文化传承更具时代化，

更好的将传统文化精神传承下去

的同时，也能够推动博物馆的全面

发展和与时俱进［３］。

四、新媒体数字技术在博物馆

展陈设计中应用的策略分析

（一）推动实现展陈理念多元

化，辅助展陈

新媒体数字技术的自由度相

对较高。基于新媒体数字技术可

以打破博物馆展陈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限制，打破传统的的单一的展

陈形式，让展陈方式变得更加多元

化，让受众的角色，从在一定程度

上没有关联的“欣赏者”变成参与

者，让受众成为真正的历史文化接

触者和传承者，加深博物馆展陈对

于受众的文化传播意义。

新媒体数字技术理念的博物

馆展陈设计中的应用，可以给展陈

设计者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丰

富博物馆展陈空间，活跃博物馆的

展陈氛围，增强博物馆展陈作品的

艺术性和吸引性，使博物馆展陈更

好的表达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同时

更具时代感，更符合当下受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提高受众的观览体验

的同时，更好的实现文化传承。

（二）丰富展陈方式，提高展

陈方式的科技性

展览空间方面，新媒体数字技

术的加入使得博物馆展陈设计不

再局限于现实的实体空间，通过数

字技术可以实现“虚拟构景”，在

虚拟环境中就可以实现“展示物

品”的多方位多角度移动和展示，

类似于我们常见的科幻电影，你真

是的看到了它，但它是虚拟的存

在。你甚至可以实现在“再现”的

场景与展示物品的互动和交流。

ＶＲ就是这么神奇，从视觉上给受
众更大的冲击。虚拟展示使得博

物馆展陈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实体

内部，它可以实现在旅游景区，商

业空间实现同等效果的文物展示

和精神文化传播，这也无疑在一定

程度上扩大扩大了博物馆展陈设

计的受众面，是更多的人在“非博

物馆”场所就可以体验到同等的欣

赏感觉，并打破时间空间限制，随

时随地实现与展品的互动和

“交流”［４］。

比如，很多时候博物馆在进行

展品展示的过程当中，由于展览空

间和物品自身的展示限制，为了达

到更好的展览效果，会在原有的自

然物体的基础上实现等比例缩放，

以实现展示或者是让博物馆展陈

看起来更加“规整”，但是在这种

情况下受众也在一定程度上很难

把握真实地物品的细节或者是属

性，甚至在“还原”的过程中并不

能很好地诠释“原创”作者的操作

细节和表达细节。展示物品细节

上的处理成为了展陈过程中的一

个问题。此媒体数字数字技术能

够跨越多学科知识，通过现代科学

技术，经过反复的尝试和数字参数

调整，将展示物品更加高程度的

“还原”给欣赏者。提高受众的观

览体验，从源头提高观览质量。

新媒体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提

高展陈作品自身的“还原”性，还

能够辅助在展陈设计当中完善展

陈场景。比如，通过展示板的合理

设计，更好的还原历史场景，增强

对于参观者的代入感，使其身临其

境。我国在展现圆明园历史，展陈

相关文物的过程中，就实现了展示

板来实现３Ｄ模型的展示，参观受
众可以真实地通过触摸显示屏来

实现文物的更加全面的观览，更好

的还原触目惊心的而历史遗迹，并

且可以相应的“历史再现”按钮来

“真实”地观看到当年八国联军入

侵圆明园，烧杀抢掠的情景，视觉

和听觉的冲击，让观览着如同“身

临其境”，切身体会到历史的耻辱

时刻，加深受众对于历史的认识，

增强受众对于历史文化精神的感

触。合理科学的在展陈过程中实

现电子展陈设备的应用，能够深化

展陈信息，使展品新街表达和情感

表达更加细腻，增强观览体验的同

时，加深灌篮群众对于历史文化精

神的额深刻认识，无形当中成为历

《长江丛刊》２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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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的载体［５］。

（三）提高展陈交互性，推动

历史文化传播

数字技术其实是一种表现手

法，它可以脱离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脱离当下的实地情景，直切主

题，让观众更全方位，多角度，更立

体化的去了解文物的价值。

１、三维建模技术的应用
三维建模技术更好的应用在

了文物展示和历史场景还原方面，

它可以真实地实现模拟文物的形

状，颜色，细节等等方面的东西，利

用自由的展陈空间实现对于文物

的３６０“还原”，使文物展示以一种
更加全景的展示方式呈现在受众

面前，并且受众可以通过“屏幕触

摸”实现与文物的“互动”。可以

自由选择角度，方向实现对文物的

观览和认识。更好的利用文物资

源的同时，增强受众的文化观览体

验，更好的诠释文物的文化内涵。

比如，上海世博会中展出的电

子版的《清明上河图》，根据上海

世博会的具体需要，世博会的重点

主要是体现城市的美好，那在《清

明上河图》的具体展示当中根据实

际需求更多的是突出展现社会文

化场景的画面，展现解释文化的繁

荣，电子图的形式更加直观，细腻，

更具选择性，能更好的的将《清明

上河图》这一“大件”不收空间的

额限制更好的呈现出来，否则要想

真正的体验那个长 ５２８ｃｍ，宽 ２４．
８ｃｍ的历史画卷将是一件非常困
难的事情，即使呈现出来也不能够

很好地表达世博会的主题观念。

２、导览系统在博物馆展陈设
计中的应用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众所周知

一般的博物馆规模都比较大，展陈

的展品比较多，分类也比较细，大

部分的观览受众其实是对博物馆

的展陈设计不了解的，常常会在博

物馆观览过程中迷路或者是前段

历史还没有了解直接进入了中段

历史，尾端历史，导致观览不顺畅，

降低观览者的观览体验。导览系

统在博物馆展陈设计中的应用能

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导览系

统能让游客清晰地了解博物馆的

全貌结构，清晰展厅的分布位置，

以及具体的展厅展览的具体内容，

设置是路线设计，游客可以直接根

据导览系统的显示清楚地直奔自

己的需要去，也可以根据具体的导

览循序渐进的进行游览。比如，扫

前厅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出现具

体的导览系统，定位相应的浏览位

置就可以提供路线支持和简要的

地点介绍，方便快捷，增强互动，提

高游客体验感［６］。

３、３Ｄ打印技术的应用
博物馆中的藏品相对来说还

是有很多文物具备相当高的保护

价值或者比较容易在展览的过程

中受到损坏。传统的博物馆展示

为了保护这些文物会将这些文物

非常“严密”的保护起来，或者直

接将这些文物保存起来，不去展

示，展陈过程中只是提及，使得游

客并不能接触到很多非常有研究

价值的文物，智能从相关的视频介

绍或者是博物馆解说人员口中知

晓有这个文物的存在［６］。３Ｄ打印
技术地应用，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一

问题的解决。比如，我国的故宫博

物院中单藏品就有四万余件，游客

进入故宫博物院很多珍贵的藏品

是接触不到的。通过 ３Ｄ打印技
术，博物院可以实现将这些藏品进

行“复制”，一比一还原，打破时间

和空间上的限制，让游客能够近距

离的接触这些藏品，实现与这些藏

品的“互动”，全方位的实现对于

每一个藏品的细节欣赏，而且还不

会对文物造成破坏。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新媒体数字技术应

用在博物馆展陈设计中是时代的

必然，也是数字时代的博物馆展陈

设计的重要的媒介和手段。新媒

体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

博物馆古板，单一静态化的陈列模

式，使博物馆展陈不再受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能够实现与虚拟模型的

完美结合，让游客更全方位的清晰

地进行文物游览的同时，实现人

“物”互动，提高观览体验，更好的

传递精神文化知识。更科技化的

“展览”形式，不仅能够提高博物

馆的展陈质量，还能够更好的实现

文物保护，推动博物馆的稳步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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