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推动文博场馆成为青少年的“雅聚”新空间

【要报要点】当前，我国青少年群体中逐步兴起了“看展式社

交”的现象，成为文博事业发展的新景观。对此，本期要报建

议文博系统应在利用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推出更多适应青少年

口味的展陈内容，提升展示体验；强化“美育环境”建设，营

造社交新场景；将“观展场馆”延伸为“社交场景”，使之成

为青少年的“雅聚”新空间。

一、“看展式社交”逐渐成为文博事业发展的新景观

（一）文博场馆的社交热度与日俱增

“看展式社交”是青少年群体在文博场馆中发展出来的新

交流方式，是通过社交媒体线上分享展览内容、线下邀约参观、

再以流量传播而催生出的新型社交现象。由于它所具备的文化

性、开放性和场景性等特点，使“看展式社交”成为青少年社

交方式中的一股清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热度与日俱增，并渐

成时尚。

（二）“看展式社交”正在成为青少年的新交往模式

青少年的兴趣爱好具有圈层化和小众化的特征，青少年在

文博空间中围绕“分类看展”筛选和细分出的“艺术家介绍”

“文物拍卖收藏”“艺术赛事创作发布”“毕业展示”“睡前

听展”等品类繁多的内容，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博社交圈子”。

（三）“看展式社交”成为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的新渠道

青少年围绕展品解读、知识拓展、交流讨论、扩散流播、

文创购买等形成了“围观效应”，其中所包含的专业性学术科

普、现象级文化事件讨论、关联信息检索搜取以及鲜活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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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方式等，能够让青少年获取知识、提升审美、增加乐趣、

找到学友，这无疑是高质量的“社交体验”。

二、推动“看展式社交”向“雅聚”新空间发展的建议

“看展式社交”无形中赋予了文博场馆新的功能，如何使

之进一步转向追求更有氛围感、场景感、时尚感、文艺感的新

型“雅聚”空间，更好体现青少年对知识水平和审美素养提升

的渴望，更加拓展青少年“有营养”的社交圈层，是文博场馆

拓展新功能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一）展陈策划应适应青少年群体的特质和心理

目前，文博展馆对青少年观展心理的研究相对滞后，针对

青少年群体的策展设计常被忽视，特别是一些投入巨大的重大

历史、时政类主题展往往略显严肃呆板而趣味性不足。对此，

一是应通过深入调研，获取真实准确的数据，优化空间设计，

开发多元展示体验方式，增加游戏设置等新的社交场景，提升

青少年的观展体验；二是针对青少年“博物馆疲劳”问题，在

博物馆路径、参观流线长度、弹性节奏等因素上予以充分考虑；

三是有条件的场馆可以提供专题类图书阅览角、网红简餐等服

务，使得社交链得以延伸。如云南省博物馆设有“百年朱古拉

咖啡博物馆”和“茶文化创意空间”等博物馆配套休闲区域，

通过推出具有古云南特色的咖啡和香茶饮品以及青少年喜爱

的“轻食简餐”，挖掘博物馆藏品文化内涵，为青少年观众在

参观之余提供了歇脚畅谈、社交雅聚的文化交流空间。

（二）使观展中的“知识养成”成为青少年的“社交动力”

目前，我国传统大型文博场馆发展较成熟，但是小型专题

博物馆建设还显薄弱，存在藏品匮乏、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

能够激发青少年“社交话题”的专题展馆和主题展览更是量少

质低。因此，应策划契合青少年关切、且有较高话题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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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为创造多样的社交模式和扩大社交范围提供可能性。同

时，对展品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以“匠心”精神提炼文

化元素，注重青少年在观展过程中的“知识养成”，在此基础

上激发出他们的“社交动力”。比如，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舟

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就以数字影像、系列动漫短片、

互动项目等能够引起青少年浓厚兴趣的展陈方式为载体，通过

系统展示大运河的开凿历史、通航功能、漕运管理、工程技术

等内容，激发了年轻参观者对大运河深厚文化底蕴的喜爱。

（三）借鉴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专题展览案例为我所用

例如，比利时布鲁塞尔漫画博物馆围绕《丁丁历险记》、

蓝精灵等著名漫画形象，通过设置大型漫画形象雕塑、构思绘

本情节参与、翻译多语言儿童读物等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产

生了较大影响。再如，近期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邂逅博物—

—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即通过线下看展前

掷骰子中奖、拿明信片找文物、将展品发朋友圈得文物印章、

免费领取祭拜者卡通手环、购买叙利亚古皂、开设“叙利亚在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贡献”“景风东扇：大唐景教碑中的艺

术世界”等多期配套线上公共美育大师课的形式，拓展了青少

年的交流话题和社交空间，使之无形中参与到了文化内容的再

生产、再推广和再消费过程中。

（四）强化“美育环境”建设，营造社交新场景

作为文博场馆“美育环境营造”的展演、研学和导赏方式

等形式，应被进一步强化。例如，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巧手

美育系列社教活动”采用金属工艺现场教学、购买教师同款制

作材料包、“一起做一把属于自己的铜勺”亲子实践、全程在

线直播等做法值得借鉴。此外，在青少年群体文化消费意愿最

强烈的二次元类、虚拟现实结合类、视听类等文创产品研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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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上，也应打破体制机制约束积极探索创新。

（五）规范有序地引导“看展式社交”

作为文博事业发展的新景观和青少年的新型社交形式，

“看展式社交”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对文博管理提出了新的

挑战。比如，许多在社交平台上被吸引来的年轻人，把看展仅

仅作为“网红打卡”的需要，当前往看展的人过多时，反而会

阻碍那些真正想要看展的人；部分展览并没有实质内容，而只

是通过灯光、布景等表面形式迎合青少年群体逛展、拍照、打

卡的需求，偏离了文博场馆真正的功能和定位。对此，文博场

馆应采取必要措施，加以正确引导，使“看展式社交”始终在

规范有序的轨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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