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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广
通过互联网，故宫的文化可以跨越地域限制，触达全球各地的受众。

传播渠道多样
除了传统的媒体渠道，互联网还提供了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等
多种传播渠道，使故宫文化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信息传播快速
互联网技术使得信息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大大加快了文化传播的
速度。

传播速度与广度提升



受众参与
通过互联网，受众可以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故宫文化的传播中来，例
如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评论、点赞等方式。

个性化定制
互联网技术可以根据受众的兴趣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文化内容和
服务，提高受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双向互动
互联网技术使得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成为可能，受众可
以及时反馈对故宫文化的看法和感受。

互动性增强与受众参与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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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支持图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可

以让故宫的文化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

图文并茂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受众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故

宫的文化和历史，增强传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虚拟现实技术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创意手段，可以设计出各种有

趣的互动形式，让受众在参与中感受到故宫文化

的魅力。

创意互动

多媒体形式丰富传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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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故宫建筑、文物、艺
术品等，具有极高的历史、
艺术和科学价值。

物质文化资源 非物质文化资源 数字文化资源

包括故宫的传统技艺、民
俗、节庆活动等，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创
造力。

通过数字化技术将故宫的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转
化为数字形式，便于保存、
传播和利用。

030201

故宫文化资源类型及特点



故宫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典范，见证了

明清两朝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历史研

究价值。

历史价值

故宫建筑和文物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

的巅峰，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审美追

求。

艺术价值

故宫的建筑技艺和文物制作工艺体现了古

代中国的科技水平，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也有重要启示作用。

科学价值

故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民族

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价值

故宫文化资源的价值体现



利用故宫丰富的文化资源，开

发具有创意和文化内涵的文创

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借助数字化技术，打造故宫数
字文化产业园，推动数字文化
产业的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拓展

将故宫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

开发具有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

和线路，提升旅游的文化品质。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推动故宫文化走向世界，提升

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文化交流合作

故宫文化资源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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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官方网站内容丰富，包括历史文化、建筑艺术、文物珍

品、学术研究等多个板块，为公众提供了全面的故宫文化知

识。同时，网站还设有虚拟导览、在线购票、活动预约等便

捷服务，提升了用户体验。

官方网站建设

故宫在微博、微信、抖音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了官方

账号，积极发布故宫相关资讯、活动信息和历史文化知识，

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通过与网友互动，故宫在社交媒体上

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传播。

社交媒体运营

官方网站与社交媒体运营情况



线上活动推广

故宫利用互联网平台举办了多场线上直播、云游故宫等活动，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领略故

宫的魅力。此外，还与各大网络平台合作推出故宫主题线上课程、知识竞赛等，扩大了文

化传播的覆盖面。

线下活动推广

故宫通过举办各类特展、主题讲座、文化体验活动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同

时，还与国内外博物馆、文化机构等合作举办巡回展览，将故宫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效果评估

通过对线上线下活动的参与人数、观众反馈、媒体报道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故宫文化传

播效果显著，有效提升了公众对故宫文化的认知度和喜爱度。

线上线下活动推广及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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