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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科普场馆中科普展品的改进和提高提出了十种方法和手段，并从科普展品的制造、表现形式、造型和展

品设计方法等四个方面予以归纳总结。提出了应使展品具有“工艺品气质”和强调“人性化”设计，倡导在展品设计制

造过程中采用发散思维和逆向思维的方法。指出有效的技术交流和沟通，可以使名称相同的展品做到“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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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ten methods and means are proposed for the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xhibits in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halls and conclusions are drawn in four aspects as of fabrication, presentation form, moulding and design method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hibit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exhibits should have “disposition of artwork” and “humanistic”
design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it is advocated that divergent thinking and reverse thinking method should be adopted in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the exhibits. Meanwhile, effective technic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can make the exhibits bearing
the same names “out of the 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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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

已初现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一个国家

的综合竞争力乃至民族的强盛，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国民的整体素质。作为提高全民素质、普

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场馆和科

普大篷车的建设在我国已上升到了更加突出的

位置，加大投入力度，已势在必行。

科技场馆与科普大篷车除基建和车体外，

最重要的硬件设施就是科普展品。尤其是科技

场馆的建设更加离不开科普展品。与之遥相呼

应的科普展品的设计和制造也成为科技馆和科

普展品制造单位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员 科普展品
纵观目前业已开馆的科普场馆所展示的科

普展品，无论其功能或所涉及学科领域有何不

同，都能够将其分为三大类，即创新展品、引

进 （或模仿） 国外科普展品和传统的经典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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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参与了许多科技馆的建设工作，认为

展品设计是展区规划设计的核心。在设计中应充

分考虑到目前国内外现状，在展项选取时按照经

典、特色创新和借鉴国外三个原则进行。展区规

划中每个板块均有主展项和辅助展项。对于任何

一个展馆 （或展区） 设计方案选取的展品，科技

馆 （或业主） 都要与展品设计和制造单位 （或供

应商） 进行有效的沟通，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该展

品的设计理念、实施的可行性，尤其是创新展

品。笔者认为，包括传统的展品创新都离不开二

者之间的相互配合。

事实上，对于将传统的经典展品加以改进和

提高后能否纳入创新展品的范畴，科技馆和展品

设计与制造单位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观念。传统的

经典展品如果在表现的科技内容和形式上没有重

大突破的话，这种创新最多也只能纳入低层次的

创新活动；只有在展品的表现内容和形式上有了

质的突破和升华，这样的展品才能算得上创新展

品。

关于创新展品和引进 （或模仿） 国外科普展

品笔者将专门撰写文章。本文根据笔者参与科普

场馆建设工作的经历，就现有的传统展品的改进和

提高，提出了一些方法和观念，供广大读者参考。

圆 传统科普展品的改进和提高的意义
大多数的科技馆在展品征集阶段都会有这样

的问题：为什么展品设计和制造单位所提供的设

计方案中有相当多的项目是雷同的呢？是否对设

计采用了简单的罗列和“克隆”呢？这里不排除

由于我国科普产业才刚刚起步，无论从设计理念

还是从业人员素质上都有待于提高等因素有可能

导致这一现状产生。事实上，如何加快吸取国外

先进设计理念和技术也是科技馆和展品设计制造

单位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但是，在现有设计理

念、技术和制造工艺的基础上，能否做到对现有

展品的设计概念和档次的提升，也是科普产业的

重要工作之一。在科技馆展区设计阶段，除了有

一些展项是第一次在某个科技馆中提出外，有相

当一部分的展品虽然名称似乎是与已建好的其他

科技馆有些雷同，但在展品详细设计阶段，充分

地注意有关设计细节、采用的技术处理手段和制

造工艺流程，也同样会使这些展品完全脱离人们

原有的传统概念，使展品得到新的生命，真正

做到了“与众不同”。

因而，改进和提高传统的科普展品，其意

义在于除了提高科普展品的可靠性外，最大限

度地避免科普场馆之间的雷同现象，使每个科

普场馆就科普展品而言，做到各有特色。

猿 手段和方法
下面，笔者结合自身参与科普场馆的建设

活动所取得的心得，对展品的设计和制造提出

如下方法和观点。

3.1 提高制造工艺水平

传统的展品采用了大量的木制结构，表面

采用防火板、塑铝板或喷漆 （或烤漆） 加以装

饰，这样的工艺很难满足现代科技馆的要求，

存在着诸如尖角、脱落、变色、磕碰等问题。

按照目前材料和加工工艺发展的水准，采用大

理石台面和钢架结构并结合传统的制造技术，

就可以完全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案例 1 钢结构

案例 2 石木结构

3.2 展品档次的提升

科技馆采用的展品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互

动性强，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展品就可以不

图 1 爸爸的鼻子 图 2 差速器

图 3 磁力线 图 4 柔和的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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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精细的做工和造型。如果能够将展品设计

和制造出具有“工艺品气质”的效果，将会大

大地提高科普场馆这一特殊教育领域的档次，

是实现科普展品精品化的方法之一。

案例 展品 野旋转镜冶
本文所举的案例是传统的展品“旋转镜”

（图 5）。通过如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和提高，尝试

着实现小展品的精品化 （图 6）：

（1） 采用透明的有机玻璃制作旋转本体，

使观众能够清楚地看到光路的三次反射原理，

同时，整个旋转体显示出玲珑剔透的玉质感。

（2） 采用大理石台面和钢结构支架，使得

展台与具有玉质感的旋转体完美结合，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展品。

（3） 由于旋转体的不对称结构，传统的展

品观众在旋转时非常费力，不能够在任意角度

停止。在采用特殊处理手段后，观众可以轻松

自如地操作旋转体旋转并可以在任意角度停止。

3.3展品功能的深化和改进

有相当多的展品具有一定的潜能，通过技

术手段的提高和表现形式的改变，能够扩展展

品的功能和增加展品与观众的亲和力。

案例 1 无弦琴

“无弦琴”是科技馆常见的展品之一 （图 7），

主要用来展示光电效应，造型可以多种多样。

如果将“无弦琴”展品发光 （或接受光） 的展

台表面配上钢琴面板的装饰，同时在电子线路

上辅以专业音乐板，配以调音控制、伴奏控制

开关等，经过适当的放大处理，就可以使得会

弹奏电子琴或钢琴的观众在该展品上能够“弹

奏”其所喜欢的乐曲，使得该展品更加“人

性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从而大大增强了

展品的操作性，同时激发了观众的参与热情

（图 8）。

更进一步，正如在下面“3.4 展品表现手段

的改变”章节中所叙述的那样，可以将展品

“无弦琴”改变成采用计算机多媒体系统的操作

表现形式 （图 9）。

案例 2 气泡

“气泡”是科技馆最常见的展品之一 （图

10），主要是用来演示波义耳定律。

该展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气源设备 （气筒）

容易受到损伤、寿命太短，同时无法对比不同

粘度流体中气泡的状态。

改进方案 1：将气筒换成工业用的汽缸，同

时为了增加观赏性，可在透明的流体液柱内放

置一个可悬浮的潜水员模型。这样就可以保证

气源设备的寿命，并可根据观众操作时供气量

的大小，使潜水员模型上下运动 （图 11）。

改进方案 2：将气筒换成工业用的气泵，采

用开关控制，同时为了增加对比性，采用三液

柱的表现形式，每个液柱内放置的液体粘度不

一样。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气源设备的寿命，观

众也可以对不同粘度下气泡上升的过程进行对

比 （图 12）。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图 10 图 11

李小瓯 盛业涛 陈志杰 邢金龙 冯帅将 浅谈国内科技馆传统科普展品的改进和提高

69



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5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08 年2月1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第 3卷 总第渊016冤 期2008 年10月5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5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08 年2月1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第 5卷 总第 渊027冤 期2010 年8月4

案例 3 一笔画

传统的展品“一笔画” （图 13） 设定了统

计观众用套圈走完一个行程碰到轨迹的次数，

很显然，如果作为观众之间比赛的话，仅仅统

计次数是不够的，应该在评判次数的同时，评

判观众所花费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够综合

评判观众在时间、次数上的胜负。

下面共有三张图片，通过观察图 13 和图 14
可以看出，传统的展品“一笔画”只有一个数

码显示器来统计次数 （图 13），而改进后的展品

“一笔画” （图 14） 则有两个数码显示器，可以

同时统计次数和时间。

更进一步，正如在下面“3.4 展品表现手段

的改变和 3.5 展品的造型”章节中所叙述的那

样，通过图 15 能够看出，可以将展品“一笔

画”改变成采用观众操作模拟的画笔来画出光

电图板给出图形这一操作表现形式，且在展品

的造型上也与原展品完全不一样了。

3.4 展品表现手段的改变

科技馆展示的展品有许多可以通过表现手

段的改变获取更好的效果。如利用现代计算机

多媒体技术取代传统的电子仪表演示系统，使

得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展

品所拥有的信息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再如

将电动系统改成为手动系统，增强了观众的参

与性，也改变了演示效果。

案例 1 声音三要素

传统的展品“声音三要素”采用频率计、

示波仪和电平指示器来表现声音的三要素：声

强 （音量）、音调和音色 （图 16）。

如果将该展品通过计算机多媒体系统来进

行演示的话 （图 17），观众不但可以仅仅通过计

算机显示屏就可以了解到声音的三要素，同时，

由于采用了计算机系统，不仅扩充了展品的信

息量 （借助于多媒体系统），使观众了解到更多

有关声音的知识，还从知识的深度上得到了扩

充 （例如该展品可以显示频谱）。更进一步，可

以将展品“声音三要素”造型进行重新设计

（图 18）。

案例 2 奔腾的画中马

展品“奔腾的画中马”一般情况下采用电动

的表现形式 （图 19），观众按下开关后观察旋转

筒体上画面的改变，展示的是人的视觉暂留现象

（电影放映原理）。如果将电机带动的转筒改变成

为观众自己手动旋转筒体的话 （图 20），不但增

图 12

图 13 图 14

图 15

图 16 图 17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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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可操作性，还可以使观众自己了解到速度

快慢对画面的影响程度 （如为什么电影放映要

求每秒 24 帧）。

3.5 展品的造型

随着科技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展品内外

在的质量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这不但要求展

品有好的内在质量，也要求展品要有好的外观

甚至于具有一定意义的造型，以满足科普场馆

在内容和展项上的和谐统一。

案例 1 弹跳摸高

图 21 是传统的展品“弹跳摸高”，图 22 是

具有造型的展品“弹跳摸高”，通过两张图的对

比，不难看出，新设计的展品由于整个展品造

型是由一个巨手托举篮球配以铺设地胶的跑道

和背部的彩色喷绘图，使展品与整个展馆的氛

围相吻合，给参观者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和享

受。同时，由于采用了触摸式面板和防误判设

置，从整体上提升了展品的层次。

案例 2 无形杀手

展品“无形杀手” （图 23） 是一个用计算

机多媒体系统向观众介绍吸烟的危害性及相关知

识。若采用传统的计算机多媒体系统框架，则显

得非常单调、乏味。如采用图片所示造型设计，

通过简单的香烟盒展台和香烟状的椅子，清楚

的向观众传达这样的信息：本展品与香烟有关。

案例 3 脚反应时间

展品“脚反应时间” （图 24） 是测试观众

反应时间的。如采用传统的钢架结构和红绿灯

表现，可以达到同样的测试效果，但是，整个

展品同样显得没有生命、死板。如采用图 24
所示造型设计，通过一个模拟赛艇或赛车的外

观造型，辅助以计算机多媒体系统，就使整个

展品充满了活力，从而大大激发了观众的参与

热情。

3.6 采用特殊的表现手法

有些展品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表现手法，如

特技音效、特技烟效和特技光效等的表现形式和

手法，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

案例 火山喷发

传统的展品“火山喷发”采用的是台式的表

现形式，规格尺寸为 2 m 伊 2 m，高度为 1 m。

我们的展品由采用声光电自动控制的火山立

体模型 （规格尺寸为 5 m 伊 6 m，高度为 3 m）、

多媒体演示系统、动感平台、实物标本及图片文

字等组成，现场模拟火山喷发的壮丽景观。本展

品场景主要为火山喷发演示的主山体及附属山

体。用昏暗天空作为背景，以动感平台及声效、

灯光、烟火来表现火山喷发中浓烟滚滚、山体震

动、熔岩四溢并缓缓从山口流出至冷却的前后一

系列完整过程。

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这将会给观众带来什么

样的效果和感觉。

图 19 图 20

图 21 图 22

图 23 无形杀手

图 24 脚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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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上海科技馆的 图26 黑龙江科技馆的

野火山喷发冶 野火山喷发冶

3.7 展品的大型化

有些展品还可以通过放大的手段，给展品

带来新意，从而使得整个展品具有一定的声势。

案例 动量守恒

传统的展品“动量守恒”采用的是直径小

于 10 cm 的钢球作为碰撞体 （图 27）。如果将碰

撞体直径扩大到 22 cm，采用 7 耀 9个球形碰撞体，

使得整个展品尺寸达到了 2200 mm 伊 7 00 mm 伊
2 300 mm （长伊宽伊高），摆在基础学科展区是非

常吸引人的 （图 28）。在澳大利亚科普大篷车巡

回展示时，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科普人

员不惜代价，将该展项带在车上巡回展示。

3.8 展品的大型化并与布展结合

有些展品不但可以进行大型化处理，还可

以与布展工作相结合，使其不仅仅成为一项优

秀的展品，还成为一个好的布展手段和形式。

实际上，有些展品无论其尺寸大小，都可以和

布展工作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案例 1 声聚焦

传统的展品“声聚焦”（图 29） 和经过一定

放大处理的相似的该展品 (图 30) 是大不相同的。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采用如下的设计方案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1) 仿照北京地坛的回音壁，按照 1颐4 左右

的比例建造 （直径约 16 m）。

(2) 该展项既是大型展项，又是声学展区的

主要环境，展项与布展有机结合。

(3) 在大型展项回音壁中的适当位置，设置

声学实验室、多媒体演示和查询系统。

案例 2 辉光球 渊板冤
“辉光球 （板）”是科技馆常见的传统展品，

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将其单件或几件安置在展台

上。这样的表现形式是拘泥于传统的单件展品

概念。事实上，如果将该展品成组或连成一片，

将会完全改变原展品的风格，甚至可以和布展

工作完美地结合。如下图所示的是上海科技馆

的展品“辉光球” （图 31） 和国外某科技馆的

展项“辉光墙” （图 32）。尤其是后者，可以说

是展品的大型化与布展结合的好范例。

3.9 展品表现形式错误的修正

由于受到设计思想、技术和制造等因素的

制约，目前在科技馆中尚有部分传统展品存在

着采用了不符合实际的表现形式。就展品本身

而言，是一项适合于科技馆的好展项。如果从

各方面综合考虑加以解决，将使这些展项重新

焕发出新的生机。

案例 涡旋和龙卷风

展品“涡旋和龙卷风”虽然从表现形式上

似乎是与客观自然现象相一致，但是实际上其

形成涡旋和龙卷风的表现过程与自然现象并不

一致，容易误导参观者。

图 27 图28

图 29 图 30 香港科技馆的 野聚音亭冶

图 31 上海科技 图32 国外某科技馆的

馆的 野辉光球冶 野辉光墙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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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为传统的展品“涡旋”。

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制造，上述展品是可以

完全真实再现涡旋和龙卷风的形成过程和表观

现象 （图 34）。

3.10 展品设计中的发散思维和逆向思维

对于科技馆传统的展品，如果仅仅拘泥于

固定的设计思维方式，将很难脱离现有的表现

模式，使展品陷入重复模仿的圈子内。因而，

建立起展品设计中的多向思维是十分重要的，

这将使科技馆展品建设脱离雷同和“克隆”。但

是，这些设计必须依赖于设计制造单位和科技

馆的有效沟通，取决于科技馆场地、资金等的

具体条件。

案例 1 懒惰管

传统的展品“懒惰管”采用的是让金属或

非金属板片通过磁性管柱，通过观察不同材料

板片在磁性管柱中的运动速度 （快慢），向观众

展示电磁感应现象。但是困扰该展品的是由于

观众极有可能将铁性板片 （如 1 元的硬币） 放

入磁性管柱中，从而造成堵塞，影响展品的正

常功能 (图 35)。

如果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将磁性管柱改

成不同材料或相同材料但内壁形状不一样，而

观众只是将磁性板片放入管柱中，则同样可以

演示电磁感应现象，还不会产生管柱堵塞现象

(图 36)。
更进一步地思考，如果将该展品设计成钟

摆形式，那么，不同材料制作的钟摆在磁场中

摆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图 37)。
案例 2 秋千

“秋千”也是科技馆常见的展品之一，无论

是多维旋转秋千还是电磁秋千。

如下所示，图 38 是中国科技馆的展品“旋

转秋千”，如果换一种设计思想，在场地条件允

许的前提下，采用如图 39 （国外某科技馆） 所

示的大型展项“旋转秋千” （整体采用的是钟

摆造型），就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展品，给观

众带来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图 33 图 34

图 35 图 36

图 37

图 38 图 39

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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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思考，如果采用逆向思维的设

计方法，就会产生如图 40 所示的结果。该方案

的设想是：假设观众是静止不动的，而作为观

众运动的参考物房间是摆动的，同样将会使观

众有在秋千上摆动的感觉。如果将房间内饰和

家具摆设布置好后，这样的展项给观众带来的

视觉上的冲击将会十分强烈，同时该类展品适

应观众的年龄段得到了扩展，适合更小年龄观

众的参与。

源 总结
本文对科技场馆的传统科普展品的改进和

提高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手段，文章中提出的一

些改进措施在实际中大部分已经通过了实践的

考核。归纳起来，在展品设计制作中，应特别

注意如下内容：

（1） 在展品制造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跟上

技术、材料和加工工艺的发展水平，其方向是

设计和制造出具有“工艺品的气质”的展品，

这将是实现科普展品精品化战略的方法之一，

并将会大大地提高科普场馆这一特殊教育领域

的档次；

（2） 在表现形式上，科普展品应该更加强

调“人性化”和与观众的“亲和力”，只有这样，

才能大大增强展品的操作性并激发观众的参与

热情；

（3） 在科普展品的造型设计上，应要求展

品有好的外观造型甚至于具有一定意义的造型，

以满足科普场馆在内在内容和展项外观上的和

谐统一；

（4） 在设计科普展品过程中，应脱离陈旧

的和固定的设计方法、设计理念，更加强调发

散思维和逆向思维的设计方法。

缘 结语
对传统的科普展品的改进和提高从实践上

讲，是切实可行的，它对于提升科普展品的层

次和避免“克隆”现象的发生，具有很好的积

极意义。科技馆 （业主） 和展品设计制造单位

（供应商） 就展品进行了有效的技术交流和沟通

后，名称相同的展品是完全可以做到“与众不

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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