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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背景下肩负着更为重要的宣传教育使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的理念、内
容和方法亟待创新。

深入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对于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
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博物馆教育功能、

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等方面，但缺乏

对新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

的系统研究。

国外研究则更注重博物馆与社区、学

校的合作，以及运用新技术手段提升

宣传教育效果等方面。

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新时代背景下

我国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需要更加开

放、多元、创新的视角和方法。



通过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博物
馆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研究，
提出针对性的创新策略和发展
路径。

推动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与时
代发展相适应，提升博物馆的
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

为相关政府部门和博物馆机构
提供决策参考和实践指导，促
进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

研究目的与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的

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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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

多元化文化冲击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各种文化思潮交

织，博物馆需要应对多元文化带来的

冲击，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积

极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元素。

公众文化消费习惯变化

公众的文化消费习惯逐渐从被动接受

转变为主动参与和体验，博物馆需要

适应这种变化，提供更加互动和体验

式的展览和教育活动。



观众对博物馆的需求越来越个性

化，希望得到符合自己兴趣和需

求的定制化服务。

个性化需求

观众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参观和听

讲，更希望深度参与博物馆的各

项活动，与博物馆建立更加紧密

的联系。

深度参与需求

观众需求的变化



通过数字化技术，博物馆可以将藏品、展览、教育活动等
资源数字化，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观众提供更加便
捷和丰富的服务。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通过搭建信息化平台，博物馆可以实现与观众的实时互动
和交流，及时了解观众的需求和反馈，为改进服务提供有
力支持。

信息化平台的搭建

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为博物馆与其他领域的跨界合作提
供了可能，通过与科技、教育、艺术等领域的合作，可以
创造出更加丰富和有趣的产品和服务。

跨界合作与创新

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机遇



我国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的现状与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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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内容丰富
博物馆宣传教育内容涵盖了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多个领域，
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

宣传教育受众广泛
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对象包括学生、教师、社区居民、游客等各个群
体，实现了广泛的社会覆盖。

宣传教育形式多样化
我国博物馆在宣传教育方面采用了多种形式，如展览、讲座、互
动体验、社教活动等，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



1

2

3

尽管博物馆在宣传教育形式上有所尝试，但整体

上仍显单调，缺乏吸引力和互动性。

宣传教育形式缺乏创新

部分博物馆在宣传教育内容上过于注重表面形式，

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解读。

宣传教育内容深度不够

目前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主要针对学生和游客，对

于其他群体的关注度不够，导致受众群体相对有

限。

宣传教育受众群体有限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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