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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馆（以下简称科技馆）是以展览

教育为主要功能的公益性科学传播机构。科技

馆通过举办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

科学技术展览，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随

着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信息化技术越

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科技馆的建设中，主要包括

信息技术与展品、展项的结合，科技馆服务系

统信息化，以及数字科技馆建设。21 世纪，

移动技术浪潮在信息科技领域快速崛起，深化

科技馆信息化建设，为公众更好地提供科学传

播服务，需要对移动技术在科技馆信息化建设

中的应用做广泛深入的研究。

本文首先结合移动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移

动技术在国外科普场馆中的应用情况，分析了

在科技馆中应用移动技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其次，总结了科技馆中应用的移动技术和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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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基于这些移动技术的使用场景，将

基于移动技术的科技馆科学传播服务模式归纳

为六类服务：场馆信息服务、数字化导览服

务、基于展项的交互式体验、科普类移动应

用、社交化媒体服务和信息推送服务。最后，

分析了科技馆应用移动技术的一些挑战。

1 科技馆应用移动技术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移动技术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使

移动技术在科技馆科学传播服务中应用变得切

实可行。David Messerschmitt 在他的 《网络化

应用———新计算基础架构导论》一书中分析了

21 世纪计算领域的三大趋势：移动性、普遍

性以及嵌入性 [1]。这三个因素是移动技术的三

个重要特征。根据 CNNIC《第 31 次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4.2亿，在整体网民中占

比为 74.5%，年增长率达 18.1%，其第一大上

网终端地位更加稳固 [2]。移动互联网的庞大用

户群，以及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媒体的兴

起，势必引发传播模式的改变。

移动技术的普及和庞大的用户群使得它的

应用变得可行，而科技馆更应当积极应用移动

技术。

第一，科技馆作为传播先进科学技术的科

普机构，有义务积极探索新的科学技术与科学

传播手段。许多专家都认为，未来计算机技术

的核心就在于基于无线网络的移动计算[3-4]。国

外许多先进博物馆在移动技术应用方面，已经

进行了较多尝试。目前包括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法国、英国等在内的 738家博物馆中，

29%已经提供了移动应用，27%计划提供[5]。

第二，移动技术是深化科技馆信息化服务

的必然选择。传统的科技馆展览受到时空的限

制，受众有限，这就要求现代科技馆科学传播

活动利用好信息化技术尤其是移动技术，突破

时间、空间的限制，使得公众能够通过各种移

动终端设备及时了解到展览信息、预约展览；

另外，科技馆也可以用技术手段制作数字化的

展项展品，使得公众能够随时、随地、随心

（Anytime, Anywhere，Anyway） 在终端设备上

与科技馆展项展品互动。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

授认为，科学传播事业在 20 世纪经历了科学

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公众理解科学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和科学传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三个阶段，从科学普

及的单向传播过程走向了科学传播的双向互动

过程[6-7]。移动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公众与科技

馆展项展品的互动性，后文将给出利用移动技

术提升观众与展项互动体验的具体例子。

第三，科技馆应用移动技术符合科技馆自

身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要求。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科

普大篷车和数字科技馆等科普基础设施都肩负

着向公众提供科普服务和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的

重任，移动技术在整个科技馆体系建设中能够

起到桥梁和润滑的作用。利用移动技术，科技

馆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加完备和便捷的用户体

验，提升用户满意度；移动技术还可以为流动

科技馆和科普大篷车提供监控和指导服务；移

动技术所提供的移动科普应用等，还可以使用

户在科技馆的实体参观体验通过数字馆得以延

续和深化。

2 科技馆应用的移动技术
这一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科技馆应用到的

移动技术，然后根据观众的参观过程对科技馆

应用这些技术的典型场景进行了分类，进而总

结了科技馆应用移动技术的特点。
2.1移动技术分类

移动技术主要指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计算

技术。科技馆应用的移动技术有以下几类：

移动网络接入———移动网络接入技术有两

类，第一类是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

讯技术，网络覆盖范围较广，例如 3G 及

4G-LTE 等；第二类是指可以将电脑、手持设

备等终端以无线方式互联的技术，通过“热

点”实现短距离覆盖，例如 Wi-Fi。

移动定位———移动定位技术包括室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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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室内定位技术。目前，室外定位技术如美国

的 GPS（全球定位系统）以及我国的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室内定位技术目前尚不成熟，在对

定位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采用

RFID辅助定位的方法来实现人流监控等。

身份识别———身份识别技术主要包括

RFID、二维码等。RFID[8]是一种无线射频识别

技术，又称电子标签，是自动识别技术的一

种，分为低频、高频、超高频等。二维码 [9]使

用黑白矩阵团表示二进制数据，被设备扫描后

可获取其中所包含的信息。

移动支付———移动支付技术包括近场支付

和远程支付 [10]。近场支付是指利用手机刷卡的

方式进行支付，例如 NFC（Near Field Commu-

nication，近距离无线通信）；远程支付是指通

过发送指令进行支付，例如网银、电话银行、

手机支付等。

信息推送———信息推送主要包括小区广

播、手机报等。小区广播是短信的一种类型，

但有别于普通的点对点短信，小区广播能够用

于特定的区域中，按照指定的频道和次数广播

消息[11]。手机报依托于手机媒体，可以向特定

用户发送信息，不受距离范围限制。

移动终端———从广义上来讲，移动终端也

属于移动技术的一种类型，它是指可以在移动

过程中使用的计算机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

脑等。
2.2移动技术在科技馆中的应用

表 1 根据参观活动的时间顺序 （参观前、

参观时、参观后）和参与者 （观众和场馆管理

者）两个维度总结了不同参观活动中用到的移

动技术。
2.3科技馆应用移动技术的特点

第一，将科技知识巧妙融入日常科学传播

服务中。科技馆在日常服务中大量采用形式多

样的移动技术，在提升自身服务质量的同时，

也让观众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最新的移动信息技

术及其应用形式，使观众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

时也潜移默化地了解最新的信息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移动技术通用应用形式与专用应用

形式相结合。科技馆作为博物馆类科普场馆，

移动技术在一些通用的服务形式（比如门票预

订等）得到了应用，以提升作为科普场馆的服

务质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科技馆在展品展

项的设计上，充分融入了移动技术，例如为了

完成有些展项的交互，除了操作实体展品外，

观众还需要到虚拟网络中完成与该展项相关的

特定虚拟任务。

3 基于移动技术的科技馆科学传播服务模式
上文介绍了科技馆应用的移动技术及典型

场景，这些不同的移动技术及其使用，使科技

馆为公众提供了六类基于移动技术的科学传播

服务模式。
3.1场馆信息与服务获取

科技馆可以提供基于移动网络的多种访问

途径，例如手机 WAP网站。公众可以借助移

动终端方便快捷地获取科技馆的位置信息、展

览介绍以及活动安排等。同时，用户可以在移

动终端直接完成科技馆门票预订和支付，甚至

纪念品采买等。
3.2数字化导览服务

通过遍布各处的传感设备和移动终端，科

技馆可以有效搜集用户位置、路径、参观轨迹

等信息，同时通过网络和感知工具，形成场馆

表 1 基于用户参观过程的科技馆移动技术应用分类表

活动
网上浏览，
搜索相关
信息
在网站预
订门票
寻找场馆
位置
获知展厅
人流密度
获知展项
信息、参
与展项互
动、参与
教育活动
用户反馈
购买纪念
品

技术

移动网络
接入

移动支付

移动定位

移动定位

移动网络
接入、身
份识别

移动网络接入
移动支付

活动

推送场馆
相关信息

门票预定、制
作、售卖、检
票系统

展厅人流控制

紧急情况人流
疏导
展项制作

用户行为分析

场馆日常管理
流动科技馆管
理

技术

信息推送

身份识别

移动定位

移动定位

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
移动定位
信息推送

移动定位

参观前

参观时

参观后

参观者 场馆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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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影像，据此，管理者可以进行人流密度监

控，引导观众更好地进行参观。

如果用户授权科技馆访问用户的社交网络

信息，那么科技馆可以根据用户的 SoLoMo

（社交 -Social、位置 -Location、移动 -Mobile）

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导览服务。

3.3基于展项的交互式新体验

传统的实地参观或在线展项浏览是相互分

离的，借助移动技术，科技馆可以设计出线下

实体展品与线上虚拟活动相结合的新的展览活

动形式，提升用户参与体验。

例如，中国科技馆基于展项的网络教育平

台———“艾迪历险记”就是展项交互式体验的

一个典型应用。“艾迪历险记”采用故事线的

形式，利用 RFID技术将分布在同一展区或不

同展区的各个展品有机整合在一起。为了完成

“艾迪历险记”的故事，用户在参与线上故事

的同时，有时还需要按故事中规定的任务，在

展厅操作实体展项，用户需要完成相关任务后

才能进入下一步的探险。这些相关展项上预装

有 RFID读卡器用于识别用户身份，当用户完

成规定的展项交互任务时，结果就会被记录到

虚拟世界中。“艾迪历险记”包含了展项互

动、人机交互、组队游戏以及多人 PK 等模

式，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玩法。通过展厅中的

终端机能够参与虚拟世界中的故事，但是由于

展厅中的终端机数量有限，不能够满足所有参

观者的需要，这时，用户可以使用自己的移动

终端和科技馆的无线网络来接入虚拟平台，随

时随地参与平台中的游戏，和网友进行整点

PK或组队游戏。

3.4提供科普移动应用（APP）

定制化的科普移动应用 （APP） 使科技馆

能够接触到更多人群，极大地扩充科学传播途

径和范围。科技馆定制的移动应用主要有三

类：（1）信息提供，包括科技馆的展览、活

动、路径等场馆信息。用户下载此 APP之后，

即可实现在线更新和离线浏览。（2）与展品互

动的应用软件。例如中国数字科技馆开发的

“掌上科技馆”，是一款集成了展品讲解（可对

展品二维码进行扫描，了解展品详细信息）、

科普活动（点击正在进行中的活动，参加寻宝

游戏）、HELLO SKY 你好星空 （天文音频节

目，随时随地倾听星星的故事）、扫码历史

（记录了用户曾经扫过的展品信息） 等功能的

手机客户端软件。（3）数字化科普资源。诸多

科普资源可经数字化后制作成为手机 APP，方

便用户下载使用。

3.5社交媒体服务

微博、微信等新兴社交化媒体网络，在科

学传播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31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2 年

12月底，我国使用社交网站的用户规模为 2.75

亿，网民中社交网站用户比例达到 48.8% [2]。

对科技馆的科学传播而言，用户习惯于将自己

的参观历程、心得体会等通过社交化媒体进行

交流，利用此媒介，科技馆不仅可以发布信

息，还可以进行活动推广、品牌营销等，更重

要的是，利用社交化媒体，科技馆可以将具有

相似兴趣、背景的用户群集合在一起，提供更

加有针对性的服务，以此达到倍增效应。
3.6信息推送服务

通过信息推送，科技馆可以根据用户的兴

趣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用户也可以使用移动

终端订阅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4 移动技术对科技馆科学传播带来的影响与
挑战

借助移动技术，科技馆为用户提供了更加

灵活、智能的参观互动体验，用户参观互动行

为的改变也为科技馆的科学传播活动带来了巨

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传播时空、传播途径、传

播内容三个方面。

第一，提升传播速度，扩展传播空间。移

动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信息的无缝式即时传

播，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借助于移动技

术，科技馆可以随时随地向用户发布场馆动

态、展览信息等，这极大地缩短了科技馆与用

户之间的信息传播时间，提高了传播效率。与

实践新知 郝倩倩 移动技术在科技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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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手机终端的便携性和多功能性，使传

播空间也得以扩展。

第二，丰富传播途径，促进双向互动。在

移动互联时代，用户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者，还

是发布者和传播者。正如前文所述，传统自上

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的科

学传播理念。科技馆应用移动技术，能够使科

技馆和用户之间的信息反馈和双向交流互动更

广泛、更快捷、更深入。

第三，改良传播内容，提供定制服务。借

助于移动技术，用户可以利用所有零散的时间

获取信息，人们不再需要每天特意留出时间去

获取信息，受众接受信息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

公交上、地铁中、下课时、午餐后等，因此需

要针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移动技术正在影响着科技馆的展览和教育

模式，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首先，是公众的接受程度。对于公众来

说，他们的参观习惯或许会发生巨大改变，这

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个挑战；其次，信息安

全。移动网络中传输的数据并没有绝对的安全

界限，工作人员需要采取措施以减少数据被非

法窃用的可能性；第三，健康问题。移动技术

带来的健康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微波

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目前，针对移动网络和移

动设备与人类健康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但至今仍无定论。对于科技馆而言，展

厅中人流密度通常很高，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

观众是科技馆的主要观众群，在这种情况下，

健康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移动技术在科技馆科学传播中的应用还需

要我们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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