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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及美术馆在数字化时代线上运营面临的挑战

——以成都部分场馆为例

杨鸽

吉利学院　四川成都　641423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博物馆和美术馆逐渐转向线上运营，以适应现代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这一

转型在 2020-2022 年期间尤为明显，博物馆和美术馆利用线上平台维持与观众的联系。然而，线上运营在带来便利和新机

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将以部分成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为例，探讨线上运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内容质

量和用户体验等主要挑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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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都地区博物馆及美术馆线上运营的现状

目前，成都当地的文化机构主要利用微信公众号、视

频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进行引流。

其中，微信公众号因其官方性和权威性，成为了发布

权威和全面信息的首选平台。无论是展览信息、活动预告还

是机构动态，公众号都能提供详尽且准确的资讯。而视频号

则凭借其直播和短视频的功能，成为活动直播和文创品售卖

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播，观众可以实时观看展览现场、艺术

家创作过程等，获得沉浸式的体验。同时，视频号也为文创

品的展示和销售提供了便捷的平台，不仅给观众提供的购买

渠道，也帮助机构拓宽盈利渠道。

小红书以其年轻化的用户群体和丰富的内容生态，成

为博物馆和美术馆吸引年轻观众的重要阵地。在小红书上，

文化机构通过发布精美的图片、短视频和攻略，展示各自亮

点和特色，同时与年轻观众进行互动和交流，提升品牌影响

力和用户黏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吸引到需要拍摄素材的博

主慕名而来，打卡拍照后在小红书和其他平台进行二次传播

和影响。

除了上述平台外，抖音、微博以及国外的社交媒体也

为成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平台各

具特色，为文化机构提供了更广泛的传播渠道和更丰富的互

动形式。以下将对其中几个机构进行具体的分析：

1.1 成都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通过其官方网站和微信平台，推出了一系列

线上展览和教育活动。例如，成都博物馆的“VR 漫游”项

目，利用高清图像和三维建模技术，将馆内重要展品和展览

内容展示在线上，观众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虚拟参观，

并且可以查看已经撤展的展览。同时，还在线上开通了免费

语音导览讲述展览相关知识，并根据参观者年龄段分为成人

版和青少年版，根据语言种类分为中文、英文、日语、韩语

等，同时配有手语导览。除此之外，自 2022 年 7 月起开展

线上微信视频号线上直播讲座和互动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

的关注和参与。截止 2024 年 5 月底，有 378,000 小红书粉丝，

是成都文博机构中小红书粉丝最多的账号。但目前单篇笔记

点赞量不高，往往在 100 以内，反而是博主和其他参观者发

布的帖子有更好的流量表现。这些高赞的帖子往往与高颜值

和幽默感相关。

1.2 四川博物院

四川博物院也积极探索线上运营，通过其官方网站和

社交媒体平台，展示馆内丰富的藏品和文化活动。例如，四

川博物院推出了“网上展馆”项目，观众可以在网上欣赏到

馆内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的图文介绍和部分专题展览的 VR

实景。同时，四川博物院还通过微博和微信等平台，发布最

新的展览资讯和文化活动信息，与观众保持密切互动。

1.3 成都市美术馆

成都市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的子菜单中，未设有“VR

展览”的选项，而是在小程序中进行集中展示。从 2022 年

8 月起开启微信视频号直播，截止 2024 年 5 月底，直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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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的总场数为 47 场，比成都博物馆多了 23 场。此外，优美

独特的建筑外观和连续举办两次成都市双年展为机构带来

了庞大的流量和关注度，因此在小红书上一直具有较高的影

响力。

1.4 许燎源博物馆

许燎源博物馆主要利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

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线上推广和互动，吸引更多观众关注和

参与。并设有两个单独的账号“许燎源艺术馆”“原度酒馆”

进行研学和餐饮的宣传。

2. 线上运营面临的主要挑战

2.1 技术瓶颈

尽管数字技术为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线上运营提供了许

多便利，但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由于虚拟现实（VR）技术

在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不成熟导致

观众体验效果不佳。例如不少场馆虽然采用了 VR 技术进行

线上展览，但由于设备成本高、技术要求复杂，很多观众无

法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

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数字化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文物

和艺术品进行高精度扫描和数字化存储。这不仅需要高性能

的服务器和稳定的网络环境，还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和数据

处理能力。部分场馆目前暂未开通这一板块。

线上运营需要专业的技术团队支持，但很多博物馆和

美术馆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不足 [1]。另外成都文博行业的运

营薪资普遍低于其他行业，这也是导致人才匮乏的重要原因

之一。

2.2 内容质量

内容质量是线上运营的核心挑战。博物馆和美术馆在

内容制作上遭遇两大难题：高昂的制作成本，包括聘请专业

人员和团队对藏品进行精细拍摄和数字化处理，以及策划与

制作团队的成本支出，对资源有限的机构构成巨大挑战。同

时，内容的专业性与吸引力难以平衡，过于学术化的内容缺

乏互动和趣味性，而质量不佳的内容又影响观赏体验。因此，

博物馆和美术馆需考虑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制作既专业又吸

引人的线上内容，以优化观众的参与度和观赏体验。

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线上内容需要不断更新，以保持观

众的兴趣和关注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博物馆和美术馆

的线上内容更新不及时，导致观众的流失。部分场馆的一些

线上展览内容长期未更新，观众的参与度逐渐下降，影响了

美术馆的线上影响力。

2.3 用户体验

很多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线上平台存在界面设计不友好、

交互性差的问题，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例如，部分线上

展览平台界面复杂、操作不便，观众在浏览展览时，常常遇

到导航不清、信息冗杂的问题，影响了观赏体验。互性不强，

缺乏与观众的互动功能，也是导致观众的参与度不高的原因

之一。

线上内容的个性化和定制化需要先进的算法和数据分

析技术支持，但很多博物馆和美术馆在这方面的投入不足。

一些线上展览内容过于统一，缺乏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个性

化设计，还有一些内容的推荐算法不准确，无法根据观众的

浏览行为和兴趣进行个性化推荐，影响了观众的参与度和满

意度。

3. 解决方案与建议

3.1 加强技术投入与合作

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馆方应加大对虚拟现实（VR）

技术的投入，提升技术应用水平。积极与科技公司合作，开

发更先进的 VR 设备和软件，例如谷歌的谷歌文化学院项目

和腾讯为三星堆打造的智慧博物馆都是“科技 + 文博”深

度融合的成功案例 [2]。此外，还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资助，

降低 VR 设备的成本，提高其普及率，扩大观众的参与范围。

对于收藏品庞杂的文博机构而言，提高数据存储和处

理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可以通过建设高性能的服务器

和优化网络环境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博物馆可以与

云计算公司合作，利用云存储和云计算技术，提高数据处理

和存储效率，保障数字资源的安全和高效管理。

此同时，博物馆和美术馆应注重培养和引进熟悉数字

技术和线上运营的专业人才。馆方可以一方面与成都的高校

合作，设立相关培训项目，培养本地技术人才。另一方面通

过招聘和合作，引进外部专业技术人员，提升线上内容的制

作和发布能力。

3.2 提升内容制作质量

馆方可以申请政府和社会资助，用于高质量数字内容

的制作和推广。此外，可以通过与专业制作公司合作，提高

内容制作的专业性和质量。

在保证内容专业性的同时，应注重提升内容的趣味性

和互动性。博物馆可以通过故事化的展览讲解、互动游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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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奖，增加内容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3]。

博物馆和美术馆应建立内容定期更新机制，保持线上

内容的新鲜度和吸引力。美术馆可以制定内容更新计划，定

期推出新展览和活动，吸引观众的持续关注和参与。

3.3 平台优化与个性化内容推送

优化其界面设计和交互功能不仅可以帮助馆方提升观

众对线上平台的满意度也能提高参与度。通过聘请专业设计

师，对平台界面和导航进行精细设计，简化用户操作，提升

浏览与交互的流畅性和便捷性。

博物馆和美术馆应根据观众的需求和兴趣，提供个性

化和定制化的线上内容。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和推荐算法，根

据观众的浏览行为和兴趣，推荐相关展览、内容和文创产品。

这种智能推送方式不仅能够提升观众的满意度，还能增强他

们对平台的黏性和参与度。

3.4 增强社会参与和合作

馆方可以通过与学校和教育机构合作，推广线上教育

活动。与当地学校合作，开发线上历史和文化课程，丰富学

生的学习内容，提高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社会影响力。

同时通过扩大线上宣发渠道，鼓励公众参与线上活动，

通过线上问卷和互动活动及时收集反馈意见用以改进和优

化运营策略。

3.5 强化宣传策略

机构应全面利用社交媒体与新媒体平台，以增强线上

内容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找准自身的调性和各平台的垂类

用户，发布相应主题的展览预告、艺术家访谈和活动介绍。

同时通过定期线上讲座、年度活动、举办线上线下活

动等方式，提高美术馆的线上活力值。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的金沙讲坛、A4 美术馆的 istart 儿童艺术节、许燎源博物

馆的 IDEA ！青年群展馆方都有相应的直播、导览和互动问

答等活动，促进线上艺术生态的蓬勃发展。

4. 结束语

博物馆与美术馆线上运营是未来发展的关键。在数字

化浪潮中，它们面临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及用户体验等多重

挑战。通过技术投入与跨界合作，确保平台稳定运行并引入

创新元素；提升内容质量，吸引用户关注；优化用户界面与

交互功能，改善用户体验。同时，加强社会参与、合作与宣传，

扩大平台影响力。这些策略将助力博物馆与美术馆成功应对

挑战，实现线上运营的持续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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