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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创新展品都没有统一或公认的定义，亦没有可操作的评定标准。本文

把“创新”当作一个过程来研究，从展品研发角度探讨对科普展品创新的认识。创新是一个过程，在中国

环境下，创新成功才可称之为创新。文章从对美国探索馆展品研发入手，探讨了“展品创新是一项尚未完

成的永久性工作”；继而分析了目前我国科技馆行业的科普展品创新情况，即缺乏对展品研发周期的认识，

谈论展品创新的时间节点不合适；最后，提出了促进展品创新的方法———重视革新、加强对展品研发周期

全过程管理、树立风险意识、提高展品负责人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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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is no a uniform or universally accepted definition about innovative exhibits, nor the assessment
standards in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ve exhib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D process. Innovation is a process. In China, only innovation is successful, it can be called innovation. It, taking an
example of the Exploratorium in the U.S., states that exhibits innovation is a perpetual work in progress;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exhibits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in China, which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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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新展品的研发，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展品制作完成即宣告结束；创新是一

个过程，在中国环境下，创新成功才可称之

为创新，一件科普展品的创新同样不可理解

为展品制作完成、在展厅展出、有些所谓的

新意便是创新了。

科普展品创新不仅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

个系统工程，包括组织管理展品创新的规划、

研究、设计、制造、试验、改进和展示的科学

方法 （这是一种对所有展品创新都具有普遍意

义的科学方法），包括展品创新的模式、展品

开发流程、展品运行管理、人才与队伍，以及

对创新展品的理解等诸多方面。

本文仅从展品研发角度探讨对科普展品创

新的认识。

要谈科普展品创新，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创

新展品。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创新展品

都没有统一或公认的定义，亦没有可操作的评

定标准。本文将重点落在“创新”，把“创新”

当作一个过程来研究，以此来讨论如何做好

展品的研发工作，从而使一件展品的研发能够

更有意义，也许这样有助于诞生更多、更好的

展品，有助于真正产生一批可以称之为创新的

展品。

1 以美国探索馆展品开发为例，探讨展品

研发的周期
1.1 美国探索馆展品开发与制作过程分析

美国探索馆作为最成功的科技馆之一，一

直引领着世界科技馆展品创新与研发的潮流。

他们的展品研发人员踏实肯干，既具备较强的

动手能力，也能够沉下心来反复提升展品的展

示效果；他们不为创新而创新，只把研究展品

当作一个永久的工作持续改进。

探索馆的研究人员一旦找到一个有前途的

想法，一般会先自己完成相关的草案并建立一

个粗略的原型，然后尽可能地征求其他工作人

员和观众的意见或建议。经过这一步，最初的

想法可能被否定或者发现有很多问题，有时甚

至能够引发另一个创意。

当某个展品的方案基本可行之后便开始制

作。制作完成的展品被放在展厅内向公众展

示，同时这也是收集对展品建议的良好方式。

探索馆几乎所有的展品都是由他们的工作人

员在博物馆制造，它的展品制作车间是面向公

众开放的，车间会挂着一个醒目的标志：“这

是创建中的探索馆。”观众在这里可以看到各

类木工钻床、车床等设备，更可以看到处于不

同研究与制作阶段的展品。

事实上，这个车间及在这里展示的展品

（半成品），才是探索馆的核心。这体现了探索

馆的教育理念，也从侧面反映了探索馆展品创

新的理念，即展品创新，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

永久性工作 （展品创新是一项尚未完成的永久

性工作）。

对展品的研究与评估是创新设计的关键步

骤。广泛的研究与客观的评价，可以促使展品

设计者思考如何改进。

图 1 美国探索馆对公众开放的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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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件展品运转良好、广受欢迎且达到

了设计初衷，探索馆会构建一个标准版本，同

时更加注重美观和耐用性。这一目的一方面是

凝练该展品全部研发过程的经验，另一方面他

们仍然认为这件展品还没有“完成”，他们一

直留意机会、改善展品，因此一件标准展品通

常会有若干化身。
1.2 展品研发周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展品研

发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

是展品制作完成后的改进与定型。展品研发

周期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创意产生———主

要展示形式或手段的创意。通常指应用新技

术原理、新设计构思，在结构、材质、工艺

等方面对原有展品或通用模式等有根本性改

进，显著提高了展品对所要传达科学知识的

表述能力，以及参与性、互动性。当然一个

创意也包括先有了要展示内容的想法，这个

展示的内容过去在科技馆行业鲜有展示，然

后再考虑展示形式与手段。(2)创意评估———评

价这个创意是否具备条件实现。这个条件指方

案的可行性、展示效果等。(3)概念或初步设

计。(4)详细设计及原型制造。(5)展品制作及

试运行。(6)展品运行状况评价。(7)展品持续

改进阶段，目标是为观众所喜爱，并达到预

期展示目的或效果。(8)展品定型并形成标准

化文档，便于复制。

展品创意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可以是展品

设计者的突发灵感，可以是观众的建议，可以

是某个研究文章、新闻报道，甚至 YouTube

视频。中国科技馆新馆许多展品的基础构思

都来自于一些国外展会中的新颖应用。

创意评估也很重要，许多主意不一定能够

实现，或者说许多好想法不一定在科技馆找

到良好的展示手段，或者有些内容本身便不

适合在科技馆这种展馆展示。

概念或初步设计、详细设计及原型制作、

展品制作和测试，目前多数展品的开发都会

经历这几个阶段，只不过部分展品没有原型

制作而已。是否需要经历原型制作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有些较为简单的展品可以不经

过这一步。

有时人们会将概念或初步设计及详细设计

阶段统称为方案设计阶段。在方案设计阶段的

创新思考尤为重要。根据苹果公司的高级工程

经理 Lopp 所说，对于任何一项新的设计，苹

果的设计师们首先要拿出 10 种完全不同的模

拟方案。这并非让其中的 7 个方案衬托出剩下

3 个方案的优秀。他们首先要求 10 个方案，

是希望设计师们有足够的创新空间，在没有限

制的情况下进行开放式的创新。然后他们会从

中挑出 3 个，再花几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这 3

个方案，最终决定得出 （不一定是选出） 一个

最优秀的设计方案。这一过程不仅是创新的过

程，还是控制风险的过程。

展品制作完成之后的展品运行状况评价也

非常重要，这是展品研发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又是常被人们忽略的。这种评价包括观众

对操作的反映、对展品要传达的内容的理解，

以及展品的可靠性、耐久性、可管理性等多

个方面。

展品持续改进阶段更为关键，它是展品能

成为好展品的关键。极少数的展品制作完毕无

需改动，多数展品都需要完善，有的展品可能

还要做较大的改变。这一环节也常被忽略。值

得注意的是，改进不完全等同于改造。许多科

技馆也进行展品改造，其目的是展品能够保证

运行就可以了，而改进的目的是成为优秀展

品，成为一件有标准可复制的优秀展品。

2 从展品研发角度看目前我国科技馆行业

的科普展品创新情况
我国科技馆行业正处在急速发展阶段，各

地科技馆建设及扩建如火如荼，很多科技馆都

在追求展品的创新比例，但人们对什么样的展

品是创新展品并不关心。通常一些人将以下两

种情况视为创新展品。

（1） 展示内容在其他科技馆没有展示过的

即为创新展品。科学技术浩如烟海，不要说科

技馆，就连所有的科技类博物馆都算上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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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不完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有的科学发现、技

术发明及应用。如果仅从是否展示过的角度谈

创新，那么也许太过容易了，且有违创新的本

质。创新的本质是要极大提升展品自身价值，

而展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观众的教育和启

发上。此外，我们很难穷尽所有的科技馆，因

此也不好说哪项内容是其他馆没有展示过的。

（2） 展示手段变化了即为创新。对同一展

示内容换一种表现手法，当然值得称道。但这

种转变是否易于公众理解所要表达的科技内

涵？其耐用性和可靠性等如何？如果不经过实

践检验，便高呼是创新展品，总让人觉得是为

创新而创新，或者说更改表现手法的目的性存

在问题。比如科技馆中有一件反映正态分布的

展品，过去传统的做法都是通过观众在一个钉

子矩阵中间放下一个小球，通过大量的小球来

反映正态分布的规律。曾有人对之改进了展示

方式，将其变成观众按按钮通过电脑显示小球

从上而下的滚落过程，这反而让观众认为是通

过电脑“造假”形成了正态分布，达不到教育

的目的了。因此，尽管该展品的展示技术或手

段有新意且似乎更先进，但其展示效果不利于

观众理解展品所要传达的科学规律，因此也称

不上一件创新展品。

这么说是否意味着科技馆里几乎没有创新

展品了呢？

每一件展品在设计之初，都凝聚了展品设

计者大量的心血，制作完成之后多多少少都

会有遗憾或存在要改进的地方，如果假以时

日与支持，展品设计者与制作单位能够沉下

心来认真总结、研究观众的反映以及展品运

行过程中的问题，是很有可能将其完善成一

件好展品的。换句话说，从展品研发角度看，

这些展品都是半成品，无论如何都难称之为

创新展品，更确切地讲，还不到谈是创新展品

的时候。

这就是目前我国科技馆行业有关展品创新

的现状———缺乏对展品研发周期的认识，在

不恰当的时候谈论创新。

目前大家谈展品创新都在强调展品制作

出来了，而没有持续地跟踪与改进，也就很

难形成真正的创新展品。特别是对于展品制

作的企业或研究所来说，他们多数看重短期

效益和利润，完成了展品制作、展品进入展

厅、验收合格之后，就不再关心展品的改进

及教育效果了，甚至于连运行维护都难以为

继；而科技馆有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

导致展品制作完成便高呼创新，事实上该展

品可能远非一件经得住考验的展品，更别说

是一件优秀的创新展品了。

展品展示的是科学原理、技术手段的发

现、发明和应用，多数展品都是在科学原理指

导下形成的一个特殊设备，观众对科学理论、

技术的理解多数是通过对作为展品的设备的操

作、观察或体验、理解和分析而得到的。而展

品的制作过程则是按照展品设计者的思路进行

的，设计者的操作、观察或体验、理解和分析

不一定与多数观众一致，因而刚刚制作完成的

展品不一定为观众所理解和接受。此时从是否

展示过或展示手法是否改变的角度来谈创新，

笔者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真正的创新展品应该

是为观众所理解并接受的，因此展品的改进、

完善环节必不可少。

此外，一件好的创新展品还可能激发创作

者的灵感与思路，便于其他展品的制作。奥本

海默当年在制作声学谐振的展品时遇到了难

题，他本来打算用小提琴的琴弦受琴弓力的作

用发生共鸣制作一件展品，但总觉得表现得不

够清楚和有说服力，在这件展品面前他简直束

手无策。后来他制作了排箫这样的展品才打开

了局面。长短不一的排箫管直观可见，其固有

频率的不同比小提琴要容易理解，因此该展品

对“谐振”的阐释要比小提琴高明得多，虽然

排箫不稀罕，但作为展品其创新思路可见一

斑。但奥本海默没有就此停止他的思考，受此

鼓励和启发，他逐步设计制作出了演示光学、

电学、声学等谐振的展品，比较完美地反映了

各种谐振概念及“谐振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

象”的道理。如果说“排箫”这件展品还不算

创新展品的话，那么他后来制作的一系列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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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算是创新了吧。所以，对一件展品的持续跟

踪与研究，远比制作出一件展品本身更重要。

综上，笔者以为，目前谈论我国科技馆行

业展品创新的时间节点不合适，应该是在展

品经过展示、改进等完成之后再谈是否是创

新展品。

3 从展品研发角度谈促进展品创新的方法
3.1 先谈革新再谈创新———从失败或未成功中谈

革新

上面已经谈到，当一件展品从研发角度来

看还未完成时，或展品研发可能失败的时候，

就谈展品的创新不很妥当。这里笔者想谈另

一个概念———革新。也许革新的意义更大。

革新是在保持现有事物的本质不变的情况

下，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或者赋予它新的生命

力。展品革新意味着，从失败或未成功的展品

中寻找解决方法，使展品真正成为一个经得起

考验的好展品，而不是标新立异。很多革新发

生在展品制作完成之后的改进期。

在西方，“创新”融入各机构的使命之

中；在中国，“创新”多是人们高谈阔论时使

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可口可乐首席营销官

塞尔希奥·齐曼在其著作 《先谈革新再谈创新》

一书中指出：通过对“新可乐事件”这一经典

案例以及其他诸多公司的创新失败案例的深

刻反思和研究，得出结论———革新比创新更

有利于企业的品牌和价值提升。因此从展品

研发周期来讲，针对失败或未成功的展品加

强展品的革新，也许很有必要性。
3.2 加强对展品研发周期全过程管理，建立完善

的制度，保障展品负责人持续改进展品

一些科技馆的设计人员重想法或创意，对

于实现的技术手段、展品制作工艺等了解不

多，许多年轻人还缺乏对展品特殊性 （如安全

等） 的认识，导致不能很好地指导企业进行制

作；设计人员也不跟踪展品运行，更提不出改

进方向、方法，有些人甚至连展品要达到的效

果都很难描述清楚。

因此，从科技馆的角度来看，加强对展品

研发周期的全过程管理，是创新展品的重要途

径，也是培养人才的良好方法。即使展品的改

进不成功，在这一过程中展品设计人员积累了

大量的经验，为今后的创新打下了基础。科技

馆及科技馆工作人员要正确认识展品的研发，

要明确展品研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

断研究，是厚积薄发的。

科技馆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障展品负责人

跟踪展品的展出情况与改进展品，应该要求展

品负责人必须改进展品直到成为一件优秀展

品或出具详细的说明来论证该展品无法改进

至满意的原因，此外还要求有适当的时间、信

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从管理的角度，要

加强对展品运行状况的记录、分析与展示效

果评价，这是展品改进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前

奏。无论展品是否成功，都需要在一定阶段

（比如公开展示半年以上） 之后进行认真的总

结与改进。
3.3 展品负责人要增强责任心与钻研精神，不断

提高自身素质

就目前我国科技馆展品设计人员的实际情

况而言，也许他们不能与探索馆的工作人员比

较，也许是否具备 CAD 制图、原型制作等能

力不重要，但至少应该具备技术敏感性、具有

较强的钻研精神和踏实的工作作风，同时一定

要有能力、有责任心、有钻研精神，组织和引

导企业、研究所等完成展品研发周期的全过

程。再者，展品负责人更要关注展品研发周期

的所有活动，这是自我成长与锻炼的最好时

机。把一件展品琢磨深、琢磨透会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远比草草地完成一件接着再做一件

要强许多。
3.4 科技馆要加强对展品制作单位的约束

多数展品制作单位是企业，企业的目的是

追求利润最大化。当一件展品完成收到回款之

后他们也失去了再研究的动力，而科技馆的展

品负责人又缺乏展品的制作和改进能力，这样

展品的改进和持续完善就后继乏力。因此科技

馆要从资金的支付上找到办法，约束企业完成

展品研发周期的全过程。同时也要大力依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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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或大学，依托他们雄厚的资源、人力、技

术等优势，弥补企业的不足。
3.5 科技馆需具备创新风险意识，并勇于承担创

新风险

无论研发还是创新，都存在风险。科技馆

要有一定的容忍失误的气度、要宽容失败，或

说要有承担创新风险的意识与能力。有时一个

失败的展品甚至可能产生新的创新机遇。当

然，科技馆需要有一些良好的办法来规避风险

或将风险降低到最小。这主要通过严格、认真

和客观的可行性研究、创意评估以及概念设

计、详细设计、制作、展示、改进等一系列环

节来控制！

总之，科技馆应建立一套能够有效进行决

策、指挥、控制、信息反馈的组织、制度和各

种人才的合理结构，形成既能够调动创新所

需的各种资源，又可以协调管理和实施创新

过程中诸多环节的有机运行的组织系统，最

终达到人尽其才、嘉奖激励、沟通顺畅、合作

有效，从而促进展品研发过程顺利进行。

从展品研发的角度来看，展品创新是一个

长期且不断摸索、改进的过程。当一件展品经

历了完全的研发周期之后，它真正成为一件吸

引观众参与并启迪他们思考且操作简便、易于

理解、经久耐用的展品，这之后我们再讨论它

是否是一件创新展品吧。

依笔者之见，开发出一件优秀的展品，这

本身就是创新！经历了这么多的研究、改进和

完善，这一过程本身便是创新，是不断涌现的

小的改变或变革积累出来的创新！

当我们有能力开发出大量优秀展品之后，

我们也有底气说展品创新了。这是因为当我们

积累了足够的优秀展品时，我们便有了广泛的

研发基础和若干年的锤炼，我们了解了科普展

品研发与制作的规律，营造了有利于创新的

社会环境，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展品创新机制

和较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也积累了大量懂

技术、有想法、爱钻研又耐得住寂寞的展品

研发人员。

创新，就是诞生一个新的事物，新的事

物就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

的事物可能成长起来，也可能消失。展品的

创新也要经历这个过程，只有当它逐步完善

起来之后，我们才能说这个展品是一件创新

的展品。

笔者希望，创新展品不是人们朝思暮想的

结果，而是研发人员自觉的日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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