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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互动设计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应用

张黎黎
（中国火山地质博物馆，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信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国际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博物馆以及变成了历史信息的传播地以及文化交流的场所，
传统的以展物为主而忽视参观者的主观体验已经无法满足当今人们的需求。所以，要以参观者为主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互动设计，
为参观者创造一个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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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时候都在使用信息技术，那么怎

么实现更为有效的人机互动，成为了待解决的难题。在这一

大的前提下，互动设计脱离了以往的互束缚，发展成了一种

新的互动学科。

1. 互动设计应用在博物馆展示中的优势

互动设计将信息技术作为基本，通过科技手段，例如虚

拟技术、现实技术、全息技术等，为参观者带来不同的参观

环境以及体验，打破常规的博物馆界线，让参观空间变得充

满趣味性，并且让展品与参观者之间进行互动，加强参观者

和展品的联系，进而强化参观者的印象。利用互动设计对博

物馆的设计进行创新，不再是仅仅展示简单的展品，传统的

陈设会让参观者和展品之间的距离增大，互动设计会让展品

仿佛拥有生命一般，参观者可以在参观的过程中了解文化内

涵以及品质特点。

2. 互动设计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应用现状

在国外的博物馆设计当中，互动设计早已被广泛应用，

主要形式为设计和展品相关的其他体验项目，加强博物馆中

的趣味性和参观者的参与性。和国外相比，互动设计在我国

是比较新的一种概念，虽然部分博物馆在应用，但是形式比

较单一，而且没有达到理想效果。特别是最近几年，互动设

计多用于建立数字博物馆，此种博物馆没有实物展出，完全

脱离了传统博物馆的展览形式，都是由虚拟的数字化呈现，

没有自己特色的互动体验。而传统博物馆依然使用以前的展

览方式，很少在其中加入互动设计。

将“传统”博物馆和“现代”博物馆区分开来的设计方

法不能够解决现在博物馆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无法满足现代

人的追求，而新的博物馆形式因为没有实物而不能长久的吸

引参观者，特别是老年群体。

3. 互动设计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应用

3.1 展柜应用

博物馆里的展柜在设计上一般会选择坚硬材料打造基台，

并在外层加上玻璃防护罩，设计形式比较单一，而且玻璃的

冰冷感很容易让参观者产生距离。参观者通过玻璃看展品时，

只能够看待外在的形态，而且大部分展品都是放在墙边，参

观者只能一个角度进行观察，无法从整体上观察整个展品的

形态，而且关于展品的文字介绍也很笼统，无法将展品的真

正价值体现出来，这就会降低参观者的参观体验。将信息技

术的互动设计加入到博物馆的设计当中，玻璃罩的作用不仅

仅是隔绝参观者、保护展品，当参观者走到展品面前时，玻

璃罩上会自动出现和展品相关的所有信息，包括展品的文字

介绍、趣味动画等等。与此同时，将全息投影技术融入其中，

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进行有效的融合，进而全方位的展示

展品，让参观者觉得和展品待在同一个空间，彼此之间没有

阻碍，参观者可以对展品进行细致的观察，还能深入了解展

品的价值，博物馆可以将展品的特别之处向参观者展示。不

但如此，还可以在互动设计中加入语音、音效以及气味等，

通过工作人员的控制或是自动感应系统在展柜中运用 [1]。

3.2 灯光、流线的应用

一般情况下，在博物馆内部还有许多没有被利用的空间，

内部区域普遍是利用展柜以及展牌来划分，通过合理的摆放

来分开参观者。现在为止，在博物馆的展厅中很少会设计导

视系统，而且展厅内部也缺少指引标识，这就会造成参观者

进入博物馆后会感到迷惘无措，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

从哪种类别进行参观，这就会造成参观者失去一半的兴趣。

除此之外，以往的博物馆内很少设计让参观者和展品间的一

个互动性，让参观者缺乏参与感，只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走，

认为自己只是花钱进来“走走”。为了改变现在这种不良状

况，在设计博物馆时可以加入互动设计理念，对展馆内的灯

光、墙壁等进行重新设计，将展品的特点以及博物馆的理念

放入进去进行创新。例如，对博物馆内的灯光进行设计创新，

让灯光能够根据馆内的参观人数调节灯光的颜色以及亮度等，

缓解参观者的心情，如在人少时采用明亮的暖色调，让参观

者感到温暖，在人多的时候采用冷色调，帮助参观者缓和人

流拥挤的不适感。还可以对博物馆内的地面进行创新，根据

各个区域的人流量情况，指引后来的参观者先去人少的地方

参观，避免人数过多每个人都参观不好，提高每位参观者的

体验。而博物馆的墙体可以设置成为大屏幕，通过信息技术，

将展馆内的主要展品以及相关人物直接向参观者展示，并且

屏幕上的虚拟展品可以直接通过声音向参观者进行讲解，引

起参观者的兴趣，还可以在大屏幕上加入展品最开始的设计

过程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向更多人普及中国文化的优美 [2]。

3.3VR 的应用

在博物馆的展示中对于参观者参与性越来越看重，因此，

可以将 VR 的虚拟技术加入到博物馆的设计当中，通过互动

技术和现实相结合，增强参观者的实际体验。例如，在进行

与紫禁城展品的相关展示中，可以利用 VR 技术展示出紫禁

城的全貌，让参观者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紫禁城的雄伟壮

观。而 VR 紫禁城，可以让参观者通过鼠标以及键盘等工具

（下转第 49 页）



46

科研管理 ｜ 2020 年第 5 期 学术前沿

进行随意观看，在展品中，还会将与紫禁城有关的人物也加

入其中，将每个人物用文字进行标注，让参观者能够知道每

个人的身份、对于具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展品，只要参观者点

击该件展品就可以看到展品的背景、发生的故事等，进而可

以让参观者对紫禁城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此外，在 VR 紫禁

城中还会出现下围棋、打猎、赏秋菊等活动，让参观者可以

更加直观的看到古代人们的娱乐活动。而且现在人们的生活

质量在不断提升，这就对博物馆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对于

博物馆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需求，还会更加关注自己在博物

馆中的体验感，而互动设计正是将这种体验感加入到了博物

馆的设计当中，可以让游客通过 VR 仿佛身临紫禁城一般，

可以真正的体会到紫禁城的皇宫生活，以此加强参观者的参

与感 [3]。

4. 结语

信息化步伐不断的加快，推动传统工程和现代制造的加

速融合，并且在设计上更为人性化、智能化，在设计博物馆

的展示中，互动设计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设计模式，将参观者

的参与感和信息的特点进行有效结合，对博物馆的展示进行

不断创新。利用信息技术，互动设计让参观者和展品之间的

距离越来越近，可以让参观者在视觉、听觉以及触觉上和展

品进行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代人们对于博物馆的

需求，还可以让参观者在参观时更加的积极和主动，通过大

量的展品信息引起参观者的思考，激起探索欲望，进而提高

参观者体验感，最大程度将我国的历史以及文化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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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治冷漠现象，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而政治行为的广

泛发生则意味着现代政治因子的发育与显现。

社会多元主体在异质性基础上逐步实现协同发展。异质

性被定义为“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制

度、行为和观点”首先，中国是个不同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多

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由于文化传统和发展程度的不同在发展

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诉求，同时也伴随着利益冲突、博弈、

合作。在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各民族的发展彰显了

不同民族的显著特色，民族区域自治取得显著成效。而政治

认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民族自治的前提，在保留各民

族发展主体性的同时，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感逐步

增强，基本实现了民族自治和政治认同的互动发展。其次，

中国地域辽阔，行政区域众多，各地区政府在决策时首先考

虑本区域利益，形成了一定的发展壁垒。然而，各个省市凭

借其地理位置拥有独特的区域优势，要想实现经济的长效发

展就要依赖于一套中央主导下的区域联动、协作发展机制，

这一机制有利于各省市发挥比较优势，在博弈与妥协中实现

共同发展。 

吸收人类优秀文化促进了社会治理的思维多样性。鸦片

战争打破了中国社会持续几千年的封闭状态，历史发展的逻

辑折射出人为割裂民族与世界的联系只会导致腐朽和落后。

近代化浪潮迫使传统社会从自我运行的轨道转上四通八达的

世界轨道，西方政治文明也随之迅速传入中国。在传统儒家

思想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而逐渐解构的过程中，士大夫阶层提

出全盘西化的主张，然而总结历史经验后可知，现代化不等

于西化，完全忽视本土情况而一味吸收外来思想终会导致社

会秩序的混乱与精神世界的虚无。故而，坚持自我与崇尚西

化都无法完成现代秩序的建构任务，只有以开放包容的姿态

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优转型途径。现代中国具备更加宽松

自由的话语环境，有利于不同的社会治理思维相互碰撞，在

彼此的冲突与借鉴中建构起现代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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