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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本文旨在探讨数字化应用对博物馆

教育活动的影响，并研究数字化应用如何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首先，我们分析了数字化应用在博物馆教育中的重要性，并探讨了数字

化应用与博物馆教育职能之间的良性关系。其次，我们对博物馆数字化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前景。接着，

我们对国外博物馆数字化教育活动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列举了一些典型案例，以便于对比和借鉴。然后，我们对国内博物馆数字化教育

活动的现状进行了探讨，并介绍了数字化项目的主要类型。最后，结合国内外数字化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不同类型数字化

项目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未来博物馆数字化教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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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和信息化为基础的大数据时代下，博物馆数字化建设

的必要性日益突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和信息化已经成

为各行各业的普遍趋势，而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重要载体

也不例外。探求博物馆的数字化应用与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的良

性关系成为关键步骤。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升博物馆的管

理效率和文物的保护水平，还可以丰富博物馆的展览和教育内容，

提升观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因此，如何将数字化技术与博物馆的

教育使命相结合，发挥数字化在教育领域的潜力，成为当前博物馆

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和教育的重要机构，其使命之一就是向公

众传授知识和历史。数字化技术为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工具和

资源，通过数字化展品、虚拟参观等方式，可以提升观众的学习体

验，使教育活动更加生动和有效。 

传统上，博物馆的受众主要是身体能够到达博物馆现场的人

群，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使得博物馆的资源

可以被更多地利用和分享。通过数字化展品、在线课程等方式，可

以让更多地人群获得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包括那些无法亲临现场的

人群，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更广泛流动。 

数字化技术可以为教育活动提供更多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的体

验。观众可以通过数字化展品进行互动、参与虚拟实验等方式，使

得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同时，数字化技术还可以根据观众的个

性和需求进行定制化的教育服务，提高教育效果和满意度。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需要涉及到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

持，这就促使博物馆与科技、教育等领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与交流。

通过与科技企业、高校等机构的合作，博物馆可以更好地借助数字

化技术，提升教育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因此，探求博物馆的数字化应用与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的良

性关系成为关键步骤。数字化技术为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提供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通过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博物馆可以更好地发挥其

教育使命，服务于社会大众的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 

数字化展览和虚拟参观：很多博物馆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展品数

字化，建立了在线展览和虚拟参观平台。这些平台可以通过互联网

让观众在不同的时空里欣赏到博物馆的珍藏文物，从而增加了博物

馆的曝光度和影响力。许多博物馆还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在线教育课

程，涵盖了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领域。这些课程不仅可以通过

网络平台向全球范围内的学生提供服务，还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和

水平进行个性化教学，提高了教育的效果和质量。数字化技术为博

物馆教育带来了更多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的体验。通过游戏化设计、

虚拟实验等方式，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文物的历史背景和文化

内涵，从而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许多博物馆已经在社交

媒体平台上建立了自己的账号，通过发布展览信息、教育活动等内

容来与观众进行互动。同时，一些博物馆还建立了在线社区，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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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可以在这里分享自己的观点和体验，促进了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 

技术创新与应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型的数字技术将会

被应用到博物馆数字化教育中，如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

人工智能（AI）等技术将为观众提供更加沉浸式和个性化的学习体

验。博物馆数字化教育将更多地与其他领域进行跨界合作，如与科

技企业、教育机构等合作，共同研发和推广数字化教育产品。同时，

博物馆之间也将加强资源共享，共同建设数字化教育平台，推动博

物馆数字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国外博物馆数字化教育活动的现状和典型案例如下： 

大英博物馆通过其官方网站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数字化教育资

源，包括在线展览、虚拟参观、学习资源、教育项目等。观众可以

通过网站上的各种工具和内容，了解到博物馆的收藏、历史和文化

内涵。 

卢浮宫为观众提供了名为「Louvre Museum Official Website」的

官方网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如在线展览、数字

化文物、教育课程等。观众可以通过网站了解到卢浮宫的历史、藏

品和文化内涵。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通过其官方网站提供了名为「Air and 

Space Anywhere」的数字化教育项目，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在线教

育资源，包括数字化展览、虚拟参观、在线课程等。观众可以通过

网站了解到航空航天领域的知识和历史。 

总的来说，国外博物馆在数字化教育活动上展现出了极大的创

新和活力，为观众提供了更加便捷、丰富、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和学

习体验。这些数字化教育活动不仅拓展了博物馆的受众群体，还提

升了博物馆的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

用，国外博物馆数字化教育活动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数字化博物馆教育活动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

以下是不同类型数字化项目的优势与不足： 

数字化展览的优势：能够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更多的人

通过互联网平台参观展览。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提供沉浸式的参

观体验，增加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不足：虽然能够提供便利的

参观方式，但无法完全替代实地参观的感官体验。部分数字化展览

可能存在技术门槛，部分观众可能无法顺利访问或体验。 

数字化文物库建设的优势：可以将珍贵的文物数字化保存，减

少实物文物长期展示带来的风险。方便学者和研究者进行远程查阅

和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和研究。不足：数字化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和物力，并且可能存在技术上的挑战。一些文物的纹理、细节

等可能无法通过数字化完全还原。 

数字化学术研究与教育的优势：提供丰富的数字资源和学术平

台，便于学者进行研究和交流。可以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丰富的教学

资源，增强教学效果。不足：数字化资源的质量和可信度需要保证，

以免误导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需要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确保所有

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得数字化资源和平台。 

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的优势：提高了博物馆的管理效率和服务

质量，方便了管理和观众。可以对文物进行更精确的管理和保护。

不足：建设和维护成本较高，需要长期投入。存在信息安全和隐私

保护的问题，需要加强相关措施。 

基于以上优势和不足，对未来博物馆数字化教育的思考包括： 

整合创新技术：未来博物馆数字化教育可以整合更多的创新技

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提升参观体验和教育效果。 

加强用户体验：在数字化项目设计中，需要更加注重用户体验，

结合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提供更符合观众期待的服务和体

验。 

拓展跨界合作：未来数字化教育需要与其他领域进行跨界合

作，如教育、科技、文化创意等，共同推动博物馆数字化教育的发

展。 

加强文化价值传承：数字化教育项目要注重传承和弘扬文化价

值观，不仅仅是展示文物本身，还要传递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和

价值观念。 

应对数字鸿沟：在数字化项目推进过程中，需要关注数字鸿沟

问题，通过普及数字技术、提供培训和支持等措施，确保所有人都

能够分享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综上所述，未来博物馆数字化教育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技

术的优势，同时注重用户体验、文化价值传承和社会责任，推动博

物馆数字化教育朝着更加开放、智能和共享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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