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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技术在纪念馆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中的运用4

孙晏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200020)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新媒体技术在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优势，包括快速、
广泛传递信息，全时段、全方位展示，参与性互动性强，青少年成了相对固定的教育对象等，
提出各纪念馆抓住机遇，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利用新媒体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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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的内涵和优势

究竟什么是新媒体呢?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通俗地说，就是在新技术支撑下，

包括数字报刊、手机短信、公交电视、网络、触摸媒体等在内

的，有别于报刊、广告牌、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型媒体形

态，也可以称作是第五媒体。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体现了受众

对于信息的抓取更加深入，希望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互动，以及

对于信息的重新自我诠释，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经历参

与其中获取自己最想得到的信息。具体到博物馆行业，新媒

体表现为数字博物馆、互动体验、语音服务、手机导览等多媒

体技术。它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处理，使文物展品本身及相关

背景呈现出“虚拟”的视觉效果，提高了观众的参与度，实现观

众与展品、博物馆之间更多更深层次的互动。

新媒体技术普遍具有传播迅捷、时空无限、开放平台、实

时互动等特点，当其被运用到纪念馆的展示、宣传、教育等工

作中去时，凸显出了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1．快速、广泛传递信息。纪念馆的各类爱国主义教育信

息可以籍由网站、微博、移动平台等媒介第一时间传送到世界

的各个角落。以“微博女王”姚晨为例，她的粉丝达1955万，

意味着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

倍。如果基地能利用好网站、微博等平台，我们的爱国主义信

息传播速度和受众量将呈几何数增长。

2．全时段、全方位展示。实体教育基地和传统媒体开展

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往往受到时空的限制，爱国主义教育的

受众量也因此受到局限。网络等新媒体技术对爱国主义教育

资源的展示给受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更高层次的享受。我

国自2008年实施免费开放政策以来，部分热门场馆、基地正

面临着“人满为患”、参观服务质量下降等众多问题，基于网络

技术构建的“虚拟场馆”技术将逐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

途径之一。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网上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3．参与性互动性强。参与性与互动性是取得爱国主义教

育有效性的关键点。对于公众来说，他在纪念馆中参与了什

么、感受到了什么往往会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新媒

体的交互性、开放性特点给实施者和接受者之间实现平等的

交流和更具吸引力的互动带来了方便，有助于实现教育基地

与受众之间更多、更深层次的沟通。如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

的网站引进了融和社交媒体应用功能的内容管理系统，用户

能够即时向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发送信息，分享心

得，交流知识或咨询专家等。借助这些通过网络技术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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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和互动平台，教育基地从“高墙深院”走向了大干世界。

4．青少年成了相对固定的教育对象。面对青少年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带来了独特的条件。如首都博物馆的网站专门开

设了“少儿网站”板块，下设“活动场”、“游戏区”、“宝典爷爷

讲故事”等多个项目，青少年可以在各类游戏中学做青花瓷、

体验考古探险的乐趣，从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

潜移默化之间感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

二、纪念馆运用新媒体技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

各纪念馆要充分认识新媒体技术的优势，从自身实际出

发，利用新媒体技术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服务。

1．利用新媒体技术快速传播爱国主义教育信息。近年

来，“微博”等新兴的社交平台发展迅猛，由iPhone、iPad等移

动设备带来的风潮更是为基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进一步实

现了公众与各场馆之间的实时信息传播与交流，用史密森博

物学院移动战略计划部主任南希·普洛特的话说，移动设备

的联网优势使其成为一个社交平台，而正是这样的对话平台

延续了博物馆信息和资源的生命。各纪念馆应尽快建立起独

立的网站和微博，并充分利用移动平台，开发手机导览系统，

更加快速、广泛传播爱国主义教育信息。调研表明，近年来许

多纪念馆都积极利用微博信息发布、微博私信互动、微信新闻

推送、微信导览等多种新媒体方式向公众灵活传递场馆动态

化信息，以此加强纪念馆宣传力度，进一步完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场馆内

铺设了专属无线网络为新媒体服务提供便捷，观众可以便捷

地扫描二维码签到、分享参观心得、查看官方微信平台，并且

可以顺畅地使用手机“摇一摇”微信功能收听在线定位语音导

览，甚至查看在线三维全景图。

2．利用新媒体技术全面展示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对于纪

念馆而言，文物藏品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立身之本，也是构

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网络将逐渐成为教育基地展示教育资源的重要平台。世界各

国的许多博物馆、纪念馆都在尝试于展示与传播领域，大范围

引入“网上虚拟展示”技术，以实现公众足不出户即可“神游”

博物馆、纪念馆的梦想，如美国的史密森博物学院、纽约犬都

会艺术馆等。国内的各类场馆在这方面虽起步较晚，但网络

技术的应用已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国家博物馆、航海博物

馆等数家博物馆都在其网站上开设了“虚拟展厅”，以陕西数

字博物馆为例，这是我国首座依托省级文物数据库建立的综

合类数字博物馆，公众只需轻点鼠标，就可“畅游”陕西境内

19座“虚拟现实馆”和29个专题展览的“数字专题展”，并可

同时实现39件精品文物的全方位鉴赏。上海博物馆也对外

推出了“幽蓝神采特展APP”以及“竹镂文心——上海博物馆

竹刻艺术特展”iPad应用，尝试在传统教育形式之外探索新技

术手段和新媒体平台，为更广大观众服务的“永不落幕的展

览”。各纪念馆应不断丰富网上展示内容，使我们的爱国主义

教育资源打破时空限制，能随时随地的为全社会所共享。

3．利用新媒体技术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爱国主

义教育重在活动，纪念馆应注重利用网络开展网上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以之作为推动纪念馆建设的新途径。相比传统宣

教方式，通过网络举办各类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互动性、参与

性、针对性更强，受众的积极性更高，教育效果也更好。如“三

微”即微展览、微课堂和微电影；“两征”即“网上征花献给宋

庆龄”和“微信微博征文大赛”活动，深受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

年的欢迎。钱学森图书馆则利用微信平台将馆内精品活动项

目“航天动手做”公益亲子课堂的课程、讲座安排等，定期推送

至观众及粉丝的手机上，形成了“馆与人”有效互动且有较高

粘性的沟通渠道。这些活动加强了纪念馆亲和力和时代感，

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示纪念馆信息及活动内容，覆盖过去单

一、传统的传播模式，使观众拥有更丰富的参观体验和收获。

三、纪念馆运用新媒体技术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新媒体技术在为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带来诸多优势

和便利的同时，也给纪念馆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如对新媒

体的认识高度不够、资金不足、专业人才匮乏、风险防控难度

大等等，因此，纪念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采取一系列积

极的应对措施：

1．提高新媒体运用的认可度。新媒体已迅速发展为大众

传媒，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交流平台和信息传播渠道。纪

念馆一定要从新媒体是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理念高度来认

识新媒体，它不单单是纪念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手段和载

体，而应将其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主体内涵之中，既要认识它

的工具价值性，也要认识它的目的价值性。从纪念馆的馆领

导到员T，都要逐步认识到新媒体对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

2．培育新媒体运用的工作者。运用新媒体，对一些小型

纪念馆来讲，人力资源、专业资源或许不够，在新媒体教育内

容和形式的研发上尚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纪念馆要充分挖掘

人力资源，组建和培育相对固定的新媒体宣教工作队伍，以之

作为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加大工

作力度。队伍建设尤其要注意两个层面的建设：一是领导层，

纪念馆领导要首先成为具备一定新媒体意识和知识素养的

人；二是宣教人员，纪念馆宣教人员要成为新媒体操作和宣教

研发的行家里手。

3．筹措新媒体运用的经费。运用新媒体对纪念馆而言无

疑是经费使用的新增长点，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

投入必须要有充分的经费保障。纪念馆筹措经费的主要方向

有财政支持和社会赞助，而社会赞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纪

念馆运用新媒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4．加强新媒体运用的风险防控。纪念馆要提高风险防控

能力，一方面要及时注意交流内容，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来规

避不健康的内容，另一方面，纪念馆要强化宣传主导性、正确

性和引领性，要形成纪念馆在宣传上的真正强势。

新媒体为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新的视域、新

的探索和实施空间，纪念馆人要充分认识新媒体在纪念馆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优势，结合自身特色，利用新媒体技术快

速传播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全面展示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广泛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责任编辑：徐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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