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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科到新展陈：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改革的理
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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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文科建设为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带来机遇与挑战。论文以新文科理念为指导，剖析其对博物馆教育

的影响，并构建新文科视域下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改革的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新文科倡导的跨学科融合、创

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与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目标高度契合。因此，论文主张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改革应扎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思政教育，深化理论与实践融合，利用科技赋能，构建创新型教学模式，培养复合型专业

人才，最终推动博物馆展览向“新展陈”范式转型。论文深入探讨新展陈在叙事逻辑、展陈方式、科技融合、观众

体验及人才培养等关键领域的变革方向，强调博物馆与高校协同育人的重要作用。最后，结合案例分析和未来发展

趋势研判，为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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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ew Humanities to New Exhibi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Reform i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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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teaching of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new liberal arts,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impact on museum education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eaching reform in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liberal 
ar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cultivation advocated by the new liberal arts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design goals of museum exhibitions. Therefore, the paper advocates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should be rooted i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us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construct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cultivate composite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seum exhibitions into a “new 
exhibition” paradigm. The paper delves into the transformative directions of new exhibitions in key areas such as narrative 
logic, exhibition methods,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udience experience,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museums and universities. Finally, by combining case analysi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reference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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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1 世纪，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浪潮交织，高

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信息

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消费需求的日益精细化、个性

化，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驱动着高等教育的深刻转

型。博物馆作为传承人类文明、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机构，

其社会角色和功能也在信息化时代不断演变，教育职能日益

凸显。如何有效利用博物馆日益丰富的资源，开展更具深度

和广度、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高质量公众教育，成为博物

馆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价值和

文化使命的关键。

2018 年启动的新文科建设，正是对时代变革的积极回

应，为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新文

科建设旨在推动文科教育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

社会发展，培养能够适应和引领未来的新型文科人才。其核

心在于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具备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一人才培养理念与博物馆对

新型人才的需求高度契合，为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改革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发展契机，也为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发展

增添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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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文化机构和公共教育空间，在新时

代肩负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的使命。博物馆陈列展览作为连接博物馆与公

众、过去与未来、本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重要桥梁，在文化

传播、公众教育和审美熏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

地促进了社会发展、提升了公众文化素养、增强了民族凝聚

力。博物馆教育与新文科建设理念高度契合，都强调跨学科

视野、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为博物馆陈列展览设

计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其传统理念和

方法提出了挑战，促使博物馆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变革，探索

更加多元、开放、包容的展览理念和实践路径，以更好地回

应新时代的需求及其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

在此背景下，“新展陈”理念应运而生。它代表着博

物馆展陈在当代社会和技术文化语境下的创新发展方向，是

博物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的必然选择。“新展陈”以观众为中心，强调叙事性、体

验性和互动性，并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等新兴手段增强展览的

传播效力与社会影响力，提升观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从而

更有效地发挥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和教育功能。“新展陈”超

越了文物本身的静态展示，更注重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引

发观众思考，创造独特的参观体验，构建博物馆与观众的情

感连接，促进观众与文物、历史、文化进行深度对话，使观

众在参观过程中获得知识、启迪、感悟和乐趣。“新展陈”

更加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特别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

合，致力于将博物馆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服务高校

人才培养，形成博物馆与大学的双向赋能，共同促进博物馆

事业和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最终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新文科视域下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的挑战
与机遇

1.1 新文科理念的内涵及要义
新文科的核心在于“创新”和“融合”，强调突破传

统学科壁垒，促进文科内部以及文科与其他学科（如理工科、

艺术学科等）的交叉融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新文科建设旨在培养具备深厚文化底蕴、宽广国际视野和突

出创新能力的新时代文科人才，使其成为能够适应和引领未

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对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人才培养

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设计技能，

还要具备跨学科思维方式、文化理解能力、创新意识以及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博物馆展览发展的新趋

势和新挑战，在未来的博物馆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1.2 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的现状分析
当前，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仍面临诸多挑战：教

学理念相对保守，课程设置缺乏灵活性，教学内容与行业发

展需求脱节，对新技术、新理念的融入不足，如在数字技术、

沉浸式体验设计、用户体验设计、用户行为分析、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等方面。这导致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博

物馆行业需求，无法胜任新时代博物馆展览设计的工作。此

外，部分高校过于注重技术性设计和技能训练，忽视创新设

计思维和文化内涵的培养；教学内容与文物鉴赏、历史研究、

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学科领域结合不够紧密，导致展览缺乏

深度和内涵，难以引发观众共鸣和深入思考，无法充分发挥

博物馆展览的文化传播和教育功能。教学模式单一，以理论

讲授为主，实践环节薄弱，学生缺乏实践机会，难以将创意

转化为现实，缺乏对展览设计全流程的理解和掌控，限制了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最后，教学资源匮乏也

制约着教学质量的提升，一些高校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先

进的教学设施以及与博物馆的深度合作机制，难以满足新时

代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人才培养的需求。

1.3 新文科赋能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
新文科建设为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跨学科融合的理念为展览设计提供了更广阔的视

野，科技赋能为展览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人才培养模

式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将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

人类学、社会学、信息技术、环境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等

多学科知识融入展览设计，可以创造更加多元化、跨界融合

的展览形式，探索展览主题和内容的更多可能性，打破传统

展览的学科界限，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展览叙事，使

展览更具学术深度和文化内涵。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可以打

造更沉浸式、互动式、个性化的展览体验，提升展览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拓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增强博物馆与公

众的互动和联系，使博物馆成为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文化空

间。然而，新文科也对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提出了新的

挑战：如何将新文科理念有效融入教学实践，如何构建跨学

科的课程体系，如何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如

何利用新技术提升展览的教育性和传播效果，如何平衡学术

性与趣味性、传统与现代、线上与线下之间的关系，以及如

何确保展览的可持续性和社会效益最大化，都是博物馆陈列

展览设计教学改革需要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的关键问题。

2 新文科与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的逻辑
关联

2.1 跨学科融合赋能多元叙事
新文科的跨学科融合理念与博物馆展览的跨界叙事需

求高度契合。博物馆展览不再是简单的文物陈列，需要整合

多学科知识，构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叙事体系，并以更具吸

引力和感染力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跨学科的叙事方式有助于

观众更全面地理解展览主题，从不同视角解读文物和历史，

促进知识的融会贯通，形成更加立体和丰富的认知。例如，

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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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历史、绘画、文学、科技等多学科知识融入展览叙事，展

现了青绿山水画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并引发观众对中国

传统文化和山水精神的思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学术

影响，也为博物馆展览的跨学科叙事提供了成功范例。大英

博物馆的“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展览，则从全球

史的视角，展现了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

动，以及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体现了跨学科叙

事在博物馆展览中的重要作用。

2.2 创新思维驱动沉浸式体验
新文科注重创新思维的培养，这与提升博物馆展览体

验的目标相一致。新展陈需要打破传统的静态展示模式，积

极探索沉浸式、互动式、参与式等新型展陈方式，如情境式

展览、体验式展览、问题式展览、游戏化展览等，让观众在

互动体验中获得知识、感悟文化、提升审美，并激发其学习

兴趣和探索欲望。同时，无障碍设计（accessibility）的理念

也应融入展览设计中，为所有观众提供平等的参观体验。例

如，上海博物馆的“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

中的数字影像和互动装置，就让观众在互动中深入了解夏商

周三代文明。类似地，一些博物馆利用 VR/AR 技术复原文

物原貌或历史场景，增强观众的沉浸感和互动性。例如，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亲临”兵马俑坑，感

受古代战争的恢宏气势，都极大地提升了观众的参观体验。

2.3 复合型人才引领未来发展
新文科建设所强调的跨学科视野、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与未来博物馆展览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其核心

目标都是复合型人才的塑造。为了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公

众文化需求，并打造更具吸引力和教育意义的展览，博物馆

亟须引进和培养具备以下特质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拥有跨学

科知识背景，熟练掌握新兴技术，深入了解观众需求，兼具

优秀的策展和沟通能力，以及广阔的国际视野。未来博物馆

展览发展趋势呈现个性化、定制化和智能化特征。这就要求

展览设计师不仅要具备用户思维，还要具备数据分析能力，

能够基于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精准设计个性化的参观路线

和内容，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观众行为，从而持续优化展

览设计，提升观展体验。此外，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理

念也应成为未来博物馆展览关注的重点。 这体现在展览设

计应积极融入环保理念，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关

注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提供更具包容性和无障碍的观展体

验；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

尊重与对话，展现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和独特魅力。

3 从新文科到新展陈：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
教学改革的路径探索

3.1 扎根传统文化，构建文化自信新叙事
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改革应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深入挖掘其内涵与价值，探索将传统美学、哲学思想、

文化符号及工艺技法有机融入设计实践，以创新设计语言构

建中国特色展览叙事体系，增强文化自信。例如，可从绘画、

书法、戏曲、建筑、园林等艺术形式中汲取灵感，将其审美

理念、表现手法及空间布局融入设计，营造浸润文化意蕴的

展览空间。具体而言，色彩运用可借鉴传统绘画的意境表达；

空间布局可参考园林的“移步换景”；叙事结构可学习戏曲

的叙事技巧。关键在于避免简单的复制，而应在传承基础上

创新，融合现代设计理念与科技手段，打造兼具传统魅力与

当代审美、学术性与传播力的新型展览，培养学生跨学科思

维和创新实践能力。

3.2 筑牢思政根基，弘扬时代主旋律
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应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展览

设计，避免生硬灌输，而应与展览主题和内容自然衔接，以

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观众，增强展览的思想性、教育性和感

染力，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例如，可以通过对历史

事件和人物的客观呈现和深入解读，引导观众思考历史的进

程和规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展示和弘扬，增强观众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通过对社

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引导观众思考社会发展和人类命

运，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思政教育的融入不应局

限于特定的主题展览，而应贯穿于所有类型的展览设计中，

使博物馆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的重要

阵地。

3.3 融合科技力量，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应积极探索并应用新兴数字

技术，包括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

（MR）、人工智能（AI）、大数据、数字孪生、云计算、

区块链等，以构建沉浸式、互动式展览体验空间，增强展览

的趣味性与吸引力，提升观众的参与感、体验感和获得感。

例如，利用 VR 技术重建历史场景，营造沉浸式的历史体验；

利用 AR 技术增强文物展示，提供多维度的文物信息解读，

例如，观众可以通过扫描文物，在移动设备上查看文物的三

维模型、历史背景介绍以及专家解读等；利用 AI 技术实现

个性化展览推荐，根据观众的兴趣和参观历史，推荐相关展

览和展品，提升观展体验；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博物

馆，进行展览预演和效果评估，优化展览设计方案。然而，

技术的应用应以服务展览主题和内容为核心，注重文化内涵

和艺术价值的传达，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导致喧宾夺主。技

术应强化展览的表达力和感染力，而非成为展览的主角。此

外，展览设计还需考虑不同年龄段观众的需求。例如，为老

年观众提供便捷的操作方式，为儿童观众设计更具趣味性和

互动性的体验，以确保所有观众都能获得优质的观展体验。

最终目标是实现技术与内容的深度融合，创造引人入胜且富

有教育意义的博物馆体验。

3.4 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
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应打破传统模式，以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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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积极探索并实践多元化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自主学

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

性思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具备终身学习和适应未来发

展的能力。为此，可以采用项目式学习、案例分析、实地考

察、工作坊、模拟演练、翻转课堂、在线学习、混合式学习

等多种教学模式。同时，加强与博物馆的合作，开展产学研

一体化的实践教学，让学生深度参与真实的展览策划和设计

项目，积累实践经验，提升专业技能。例如，与博物馆合作，

让学生全程参与展览策划，从主题确定、展品遴选、叙事逻

辑设计、空间设计到宣传推广，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此外，

课程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鼓励跨

学科、跨专业的学习交流，拓展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以培养复合型人才。同时，融入设计思维、用户体验设计等

理念和方法，强化学生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提升创新

设计能力。

3.5 博物馆与高校协同育人
博物馆与高校协同育人是培养高素质博物馆专业人才，

特别是适应新展陈语境下新型人才需求的关键路径。为此，

双方应深化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构建协同育人新格

局，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如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共同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享课程资源与师资力量、共建实习实

践基地、开展联合科研项目等，打造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

强化实践教学，以博物馆为沉浸式实践平台，让学生深度参

与展览策划、设计、制作、运营全过程，提升职业素养；提

升学术研究水平，高校为博物馆提供学术支持和人才输送，

增强博物馆研究实力，同时双方合作开发课程、互聘教师、

促进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博物馆专家提供实践指导，高校

教师提供理论支持，共同推动展览创新发展；搭建学术交流

平台，联合举办研讨会、工作坊等，促进学术交流和经验分

享，共同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协同发展，最终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为博物馆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并推动博物馆

陈列展览的创新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

4 结语

在新文科建设的推动下，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正

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博物馆教育的转型升级呼唤着与

新文科理念相契合的教学改革。扎根传统文化，筑牢思政根

基，深化理论与实践融合，融合科技力量，创新教学模式，

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是新文科视域下博物馆

陈列展览设计教学改革的题中之义。最终目标是推动博物馆

展览从传统模式向“新展陈”范式转型，尤其在博物馆与高

校的协同育人中落实这些理念。未来，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

教学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教学理念、方法和手段，以适应不断

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更大

作用，为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动

力。新展陈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需要教育界、博物馆界与

科技界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共享、创新、

发展的博物馆展陈新生态，共同探索数字人文背景下博物馆

展览的未来发展方向，为文化强国建设和人类文明的传承发

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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