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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类博物馆展览如何激发观众参观兴趣

杨 溪

（中国铁道博物馆，北京 100055）

[摘 要] 兴趣在观众参观科技类博物馆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观众的参观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兴趣

的影响。本文结合举例，说明科技类博物馆可以通过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下功夫，力求形式设计上的新奇、精

美，增加观众对展览的参与度，充分利用观众相似的知识背景作为展览内容为切入点，结合人文科学领域的

新思想表达展览设计者的传播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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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人们进行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动力

之一。意大利儿童教育学家蒙台梭利认为：兴

趣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积极

探索事物或活动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认识倾

向[1]。心理学把兴趣定义为个体对某人或某事

物的选择性注意的倾向。我国教育心理学家皮

连生指出，兴趣是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的：一

是个体的内在需要，二是外界的人或事物具有

满足个体内在需要的价值[2]156。

1 科技类博物馆观众兴趣分析
参观科技类博物馆的观众对于展项、展

品的兴趣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既有兴趣和临

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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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兴趣是指观众原本就在博物馆的展陈

所涉及内容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且有扩

充这些方面新知识、扩展新视野的需要。抱着

这类兴趣的观众在参观博物馆时往往带有特

定目的，并且能够自主地找到参观重点，顺利

达成参观目的。

临时兴趣则是指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被临时

激发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好奇

心理。好奇心理在儿童和成人的心理结构中扮

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于儿童来说，好奇和探索

未知事物是一种天性，他们的注意力往往容易

被色彩鲜艳、外观新奇的事物所吸引，同时他

们难以长时间保持注意力集中，所以一般兴趣

持续时间不长；对于成人来说，对新事物单纯

而强烈的好奇心理有所减弱，往往不能很快形

成新的兴趣点，同时因为成人的认知结构已经

成型，既有的、出于某些明确目的的兴趣能够

促进持续学习行为的形成。

兴趣是基于需要的选择。和儿童相比，参

观展览的成人观众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博物

馆成人参观者的兴趣点也有不同的情况：有

些观众对展览的一部分有既有兴趣，同时为

拓展新的兴趣点做好了准备；有些观众对展

览的内容有所了解，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既

有兴趣感染孩子，激发他们的兴趣；还有一些

观众选择参观博物馆是将之作为一种休闲娱

乐项目，并没有具体的参观目的；等等。

科技类博物馆作为面向大众的公益性事

业，在满足让既有兴趣者满意的同时，也应该

关注低龄参观者及以休闲为目的的成人参观

者的参观需求，尽可能激发这些观众的兴趣，

使展览在他们心中留下尽可能深的印象。为

了实现这一目的，设计出可以吸引观众的展

览展项，首先需要了解观众的需求。我们已经

知道参观科技类博物馆各种观众群体的需求

是千差万别的，想要同时满足儿童和成人的

需求，激发更多参观者的兴趣，就需要根据不

同类型观众的特点，分析他们兴趣产生的基本

规律，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设

计。下面将举例说明科技类博物馆展览设计中

可以用到的激发观众兴趣的方法。

2 从展览形式设计看激发观众兴趣的方法
2.1 新奇精巧的展陈形式

现代心理学发现，正常人在缺乏刺激或刺

激过量的环境中一段时间，会产生不良的心理

和生理反应。可以说人的大脑只有不断地接受

适量新鲜事物的刺激才能够保持正常运转。由

这个基本原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罕见的、新

奇的、和一般常识相反的事物容易引起人们的

兴趣。这个原理同样可以解释儿童和成人的兴

趣构成的不同。儿童的认知结构处于发展初

期，在他们看来，环境中充满了认知体系之外

的事物，因此他们对很多事物容易发生临时性

的兴趣；成人的认知结构已经基本定型，他们

会自觉地将环境中出现的新事物和自己已有

的经验进行比较和归纳，这样就不容易形成新

的兴趣点。

基于观众兴趣产生的心理模式，为了给观

众留下深刻印象，展览设计者可谓煞费苦心。

从传统的以视觉为主的传播方式到当今最先

进的多媒体、多感官刺激展陈手段，都以吸引

眼球、激发兴趣为目的进行了各种尝试，并逐

渐发展完善。
2.1.1 基于视觉刺激的展览形式

人类接受信息的大部分来自视觉。视觉效

果是展览整体效果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

分。一种展览形式能否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

象，引起他们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展览

呈现给他们的视觉效果。

对展览形式设计如何产生视觉的冲击效果

的研究相当丰富。对于例如什么样的颜色、图

案、材质、排列方式最具视觉冲击力等问题，

博物馆设计界都进行过很多研究。这些研究力

求从人们千变万化的偏好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

的东西。例如大卫·迪恩的 《博物馆展览——

理论与实践》 一书中提出了一些笼统的结论：

“使用强烈的刺激视觉冲击能够‘钩住’观众

的好奇心。明亮的颜色，巨幅的画面，多变的

形状和相似且重复出现的视觉元素都能够吸引

观众的注意力。”[3]在博物馆形式设计的实践

中，就经常会运用到这些元素。举例来说，颜

色冲击作为最为通用的设计元素经常成为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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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设计者的核心理念之一。

例如，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主要内容安排在

展厅的三层至五层。这三层分别是介绍汽车发

展历史的创造馆、介绍汽车技术的进步馆和介

绍汽车未来发展的未来馆。这三个部分分别采

用了红、黄、绿三种主题颜色。这三种颜色的

运用起到了识别和视觉冲击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视觉冲击产生的规律

性总结并不是生搬硬套就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

每家科技类博物馆的展厅和展品的实际情况千

差万别，只有合适的设计才能提供最满意的视

觉效果；视觉效果需要从整体着眼，而不仅是

孤立地运用视觉元素。
2.1.2 基于多种感官刺激的展览形式

展览陈列手段和先进科技的结合日臻成熟。

自20世纪以来，以视觉刺激为主的传统传播方

式相比，可以同时刺激观众多种感官的立体媒

体异军突起，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占据了主流。

立体媒体在还原信息的本来面目、加大信息传

播密度、吸引观众注意力和激发观众兴趣等方

面都具有优势。在科技类博物馆建设的实践中，

已经大量引入各种多感官刺激的传播方式，力

求为观众提供体验式、融入式的参观感受，举

一例如下。

浙江省科技馆的台风馆使用环幕 4D 影院

的形式表现台风主题，通过调动观众的视觉、

听觉和触觉，使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台风袭

来时的情景。这个影院的制作初衷就是以我

国东南沿海较常见的极端天气———台风为切

入点，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有效地传

播科学知识。

台风来临之前，可以看到天空云量增多、

从明转暗的过程，同时影院中的鼓风机开始

模拟起风的过程。台风来临，天空变暗并被雨

雾笼罩，狂风大作。此时，鼓风机风力加大，

造雨机生成阵阵水雾，模拟暴雨的效果。之

后，天空开始变亮，模拟台风眼经过。短暂的

平静之后，大风开始从相反的方向更加猛烈地

刮来，空中伴有易拉罐等杂物飞来，远处楼房

的灯熄灭，由此说明台风造成的停电现象。台

风过境，天空放晴。

这个 4D 电影的设计理念是，通过模拟自

然现象，给观众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激

发观众对自然现象背后的原理、成因等问题的

兴趣。这一体验项目不仅对本地观众具有吸引

力，更能吸引没有亲身经历过台风天气的外地

观众 （例如北方观众）。观众通过这种多感官

刺激式体验，可以在大脑皮层中留下比较强烈

的印象，激发观众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2.2 以动手互动的方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科技类博物馆界探索可以让观众动手参与

其中的展览方式的尝试由来已久。从最早的由

让·佩兰组织创建的法国发现宫，让观众有机

会亲身参与科学实验活动，到由奥本海默创立

的美国旧金山探索馆，倡导观众可以动手触摸

的展品，都在科技博物馆和科学中心的发展史

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认知学学者莱维斯 （W.J.Lewis） 通过研

究认为：人对事物的记忆程度是与认知的方

式密切相关的，如人们对自己亲自制作或参

与其中的事物，记忆程度是 90%，通过视觉

的记忆程度是 50%，通过阅读的记忆程度是

30%，而听觉的记忆程度只有 10％[4]。著名教

育学家杜威提出的在“做中学”有助于达成

良好长效的学习效果。这种理念也被称为

“探究式学习”。和传统的单项传授式学习不

同，“探究式学习”强调学习者的能动性，

强调学习是一个双向交流、既动手又动脑的

过程[5]。探究式学习、在玩中学所赋予参观者

的是直接经验。不同于从书本上学来的间接

经验，直接经验具有接受快、印象深、可以

带来强烈的成就感等特点，容易激发观众的

兴趣和学习行为。

关于科技类博物馆互动类展项有几点经

验值得注意：第一，动手操作类展品不能为

动而动，要注意表现展品之间的内在联系。

参观者往往对在一定语境中的展品表现出更

多兴趣。第二，操作后展品的变化要迅速、

明显，让观众可以很快理解展品想要说明的

问题。第三，互动类展品要做到体量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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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需要相对复杂操作才能完成的项目，

可以考虑将展品的体量适当增大，在操作者

进行操作的同时，其他观众可以在旁边观看。

这样可以解决人流集中时一些观众无法亲自

体验的问题。

下面这个例子来自日本铁道博物馆，该展

项的设计思路是通过让观众动手操作来理解

铁路机车车辆轮对踏面形状的意义和车轮过

曲线的原理。

本展项是表现轮轨关系原理的经典展项。

展项使用了对比的方法，为观众留出了思考

空间，让观众在实践中通过自主思考，领悟展

览设计者的意图，对科学原理产生兴趣。这组

展品在细节上也很下功夫，轮对踏面中央的标

志线可以更好地显示出轮对在经过曲线时中

心偏移的情况。

3 从展览内容设计看激发观众兴趣的方法
3.1 利用观众相似的知识结构

前文谈到想要使科技类博物馆展览达到激

发观众兴趣的目的，需要认真分析观众的需

求，寻找其中的共性。寻找观众共性需求的方

法之一是分析观众原有的认知体系和知识结

构。教育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即“学习

迁移”。学习迁移是指原有知识在新的学习情

境中的运用的过程。教育心理学认为，新知识

的学习需要建立在学习者原有的知识体系之

上，原有知识体系决定了新的学习需求和学

习中的接受程度[2]122。也就是说，学习者对哪

些事物感兴趣及对新知识、新信息的吸纳能

力，取决于其原有的知识结构中是否有和这些

知识相对应的部分。

运用这个理论可以指导展览内容设计者的

思路。前文将兴趣分为既有兴趣和临时兴趣。

其中既有兴趣者的知识体系和展览内容相符

合，因此能够很快接受展览内容。同时要将临

时兴趣者转瞬即逝的情绪性兴趣转变为吸纳

学习行为，也需要调动他们的原有知识体系。

寻找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展览主题和展

览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展览内容的切入点。

在实际的科技类博物馆内容设计中，设计

者经常自觉地运用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有些

展览展项的主题就是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分析

这些常见事物中蕴涵的科学原理；有些展览展

项表现的虽然是抽象或深奥的内容，但也由身

边的常见现象或事物引入，或举一些形象易懂

的例子。这样可以更好地引起观众的共鸣，得

到满意的传播效果。

（2） 在展览内容中运用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知识是全社会的共同记忆，存在于大

多数人的认知结构之中。在展览内容中运用重

大历史事件可以使展览设计者比较容易地找

到观众在情感和文化上的共鸣点，有效地调用

参观者的知识储备。历史事件作为人类文化中

沉淀下来的积累，在参观者的内心具有权威、

厚重、亲切等情感形式。可以在激发参观者兴

趣上发挥独到的作用。

（3） 在展览内容中运用社会热点问题。

社会上突发事件或社会热点在博物馆参观

者中一般认知度很高。参观者在关注这些问题

的同时，往往也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这

种现象体现了普通人参与社会生活的需求和

热情。在展览内容设计中运用社会热点正是对

某一时期社会普遍的既有兴趣点的回应。这有

助于展览在短时间内产生轰动效应、取得事半

功倍的传播效果。

3.2 和人文学科理念相结合的科学传播

在科技类博物馆展览中引入人文学科的理

图 1 日本铁道博物馆火车车轮过曲线原理展
项 （右侧为三种踏面形状不同的轮对模型。通
过操作观众会发现，只有踏面向轨道内侧倾斜
的小轮对可以顺利通过曲线）

杨 溪 科技类博物馆展览如何激发观众参观兴趣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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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突出科学文化和人文精神是有效激发观众

兴趣的另一条途径。科技类博物馆不是科学知

识的精确传播者，也不能代替学校教学的作

用，但可以在参观者的观念启迪和理念熏陶方

面发挥独特的作用。科技类博物馆展览需要在

科学知识的传播中引入人文学科精神的养料，

只有这样才能使展览内容从单调的说教式知

识传授上升到对观众观念启发上来。

和人文学科理念相结合的科学传播可以

更好地激发观众的兴趣。这是人文学科自身

的特点所决定的。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

类社会中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科技类博物

馆展览力求表现的科学精神中的理性和人文

精神中的感性也包含在其中。博物馆参观者

能否体验到展览内容中融入的精神和感情对

参观效果有很大影响，这也进一步表现为展

览内容能否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兴趣。使用科

学的语言展示人文学科的理念，是在丰富科

技类博物馆展览内容中精神内涵的深度和广

度方面做出一种有效的尝试。举例来说，在

科技类博物馆展览内容设计实践中，可以考

虑从以下方面实现和人文学科理念相结合的

科学传播。

（1） 科学与哲学的结合。

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对于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的反思，最终实现人与世界关系的协

调。而如今的科学界愈发认识到，科学技术的

发展也应以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为目

的。从这一角度上来讲，科学技术和哲学的终

极目的是统一的。“哲学”就是“爱智慧”。

在生活中，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都有

意无意地思考过哲学的问题、应用过哲学的智

慧，在展览中引入科学文化和哲学的思考方式

结合的内容，能够引起参观者的兴趣，从而对

展览涉及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思考。

在这方面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曾在

中国科技馆“科学发展观”等大型展览中展出

的一个展项。这个展项有三扇门，每扇门上都

有一个醒目的问题，分别是：污染环境的是

谁？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是谁？保护环境的是

谁？拉开三扇门，每扇背后都是一面镜子，照

出的是参观者自己。这个展项通过巧妙的内容

和形式设计，体现出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

然界的关系这一哲学思考，既能给参观者留下

深刻的印象，又有回味思考的余地。

（2）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艺术追求的目标是一种对美的感悟与表

达，而对美的认识是感性认识。以“感性”

为代表的艺术和以“理性”为代表的科学往

往被认为是对立的，实际两者并不矛盾[6]。科

学文化的终极目的也包含对“真、善、美”

等价值观的追求。在展览中表现科学之美，

使参观者能够从感性的角度重新认识科学文

化，无疑能够开阔观众的思路，激发他们新

的兴趣点。

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中国科技

馆新馆公共空间的著名展品“机械旋律”。这

个展项包括蒸汽汽缸、活塞、连杆、内燃机汽

缸、照相机光圈、万向节等运动的机械部件，

在运动过程中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展项成功地

表现了机械运动的和谐韵律，在传播科学知识

的同时给观众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成为中国

科技馆新馆最受观众欢迎的展项之一。

（3）科学与历史的结合。

历史是指一系列发展变化的过程。科学技

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从博

物馆参观者的角度讲，他们不仅对科学研究的

结论感兴趣，而且对其历史发展过程也有兴

趣，并且对他们来说，有时过程比结论更有启

发性。所以，在科技类博物馆展览中可以加入

对某项科学技术的发现或发明过程的说明，以

历史的眼光和讲故事的形式向观众传递这段

历史所体现的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

4 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科技类博物馆展项

如果设计合理可以很好地激发观众的兴趣，使

观众得到满意的参观体验，使其在留下深刻印

象的同时，获得知识上和思维上的充实。博物

馆的设计和布展需要从不同观众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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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体现出趣味性、通俗性和宽容性，以满

足观众需求为宗旨，激发和保持他们对展览

内容的兴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科技类博物

馆需要在展览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下功夫，力求

形式设计上的新奇、精美，增加观众对展览的

参与度，充分利用观众相同知识背景作为展览

内容的切入点，结合人文科学领域的文化和思

想，简洁明确地表达展览设计者的传播意图，

以满足不同观众群体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领

域的要求，进而促进观众自觉地将科学思维运

用到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去。由此可见，以兴

趣激发式教育为基础的科技类博物馆教育具

有光明的前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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