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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技术在博物馆体验设计中的应用
——以山西青铜博物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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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博物馆也在不断寻求创新的方式来吸引观众，提供更丰富和新颖的体验。在这个背景下，AR 技

术慢慢地被博物馆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它为博物馆带来了新的展示方式，提高了观众的互动性和参与度。增强现实（AR）技术

已经成为博物馆领域的一项重要工具，为博物馆设计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挑战。本文将以山西青铜博物馆作为实际的案例，分析

AR 技术在博物馆展示设计中的具体应用，以及其未来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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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R 技术的概述

AR 技术是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简

称 AR）的缩写，这个名词最初的意思是把数字、字母、

图形的增强效果在真实的视觉效果下智能的校准、关联

和稳定。AR 技术需要传感器来感知用户的位置、方向

和动作。这些传感器包括陀螺仪、加速度计、磁力计等。

它们能够精确地追踪用户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和姿态。

AR 技术的核心是软件算法，它能够识别现实世界中的

物体，将虚拟信息与这些物体进行叠加，实现沉浸式的

体验。常用的算法包括图像识别、物体跟踪、三维建模

等。AR 利用数字技术增加了、深化了用户所看到的真

实内容信息。这意味着 AR 技术可以用于对事物进行注

释或者提供额外的信息内容。能够形成虚拟和真实的场

景。它通常需要一种显示设备，以将虚拟信息叠加在用

户的视野中。常用的显示设备包括头戴式显示器（如

HoloLens）、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下载相应的应用

程序用户就能够在设备上进行体验。通常这个体验需要

用户界面上实现，用 户与虚拟信息进行互动。用户界

面可以是手势控制、语音识别、触摸屏等多种形式。

二、AR 技术在博物馆设计中应用的优势

1. 吸引更多观众

AR 技术为博物馆带来了创新的展示方式，吸引了

更多不同年龄层和兴趣领域的观众。这有助于扩大博物

馆的受众群体，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数字化展览和

沉浸式体验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这

有助于增加博物馆的受众，吸引不同年龄层的游客。数

字化博物馆体验可以吸引他们的关注，从而推动博物馆

的更新和发展。

2. 增强沉浸式体验 

AR 技术可以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体验。通过虚拟

信息的叠加，观众可以更好地理解文物的历史和文化背

景，使参观更加有趣和有意义。山西青铜博物馆中的数

字青铜展厅提供丰富视频、音频、文字和图片，以帮助

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展品。馆内 AR 技术的应用，将观众

带入历史场景，使他们亲历历史事件，从而更深入地理

解抽象的历史概念。这种更深入的理解有助于提高文化

传达的效果，使观众更具启发性。

3. 提高互动性

AR 技术增加了博物馆展览的互动性。观众可以与

虚拟和实际环境互动。他们可以触摸、旋转、缩放和移

动虚拟对象，以更深入地了解展品。这种互动性激发了

观众的好奇心，增加了他们的参与感。在互动体验设备

上，观众能 360 度欣赏文物上的一些小细节，还能了解

背后的相关知识。AR 技术的加入让观众能够与器物互

动，感知文物上的温度。观众通过数字化的模拟、演示

和互动，可以快速地获知青铜器的历史以及制作过程。

4. 跨时空对比

AR 技术使博物馆能够展示文物的历史演变，通过

虚拟叠加，观众可以看到文物在不同时期的外观和用途，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进入青铜数字展厅，光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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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博物馆一直以来都扮演着文化传承、教育传播的历史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也一直在尝试不断创新，去吸

引更多观众、提供更丰富的体验，从而提高文化传播的效果，并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博

物馆提供了机会，将历史、艺术和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增强现实（AR）技术作为一种数字技术的

应用，为博物馆带来了新的机遇。山西青铜博物馆是中国国内领先的青铜文化专题博物馆，它成功地整合了数字

技术，为观众提供了丰富而深入的博物馆体验。本文将以山西青铜博物馆为案例，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改善博物馆

参观者的互动性、教育性和沉浸感。因而更好地理解如何将科技与文化遗产相结合，提供更丰富和有意义的观众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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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带来震撼的层次画面和视觉的冲击力，能让观众

感受到从数字时代到礼乐春秋的时空穿梭。

5. 教育价值

AR技术可以为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提供强大的工具。

教育者可以创建虚拟互动课程，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

文物和历史，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通过 AR 应用，博

物馆可以呈现三维模型、视频、音频和互动模拟，使观

众更深入地学习和理解展品。山西青铜博物馆目前使用

“产教融合”的模式，将教育与展览完美地衔接在一起，

实现了具研究、展览、传播文化、教育的一体化。

三、AR 技术在山西青铜博物馆体验设计中的应用

1. 山西青铜博物馆的 AR 应用

AR 技术将数字信息叠加到现实世界中，使观众可

以同时看到实际展品和虚拟内容。以下是 AR 技术在山

西青铜博物馆中的一些具体应用案例：

（1）AR 导览：山西青铜博物馆为观众提供 AR 导

览应用，允许游客使用智能手机或头戴式显示器进行博

物馆参观。通过 AR 技术，游客可以在物馆中看到虚拟

的导游，这些虚拟导游会为他们解释青铜文物的历史和

价值。这种导览系统使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展品，同

时增加了互动性，使参观变得更加有趣。

（2）虚拟展示：博物馆使用AR技术创建虚拟展示，

允许观众以全新的方式与文物互动。观众可以通过智能

设备查看展品的三维模型，将其旋转、放大或缩小，以

深入了解文物的细节和结构，这种虚拟展示增加了观众

对文物的深度理解。

（3）时空穿越体验：AR 技术为观众提供了时空穿

越的沉浸式体验。观众可以通过 AR 应用，观察青铜器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情况，了解其演变和历史意义。

种时空穿越体验使观众更好地理解文物的演变和历史背

景。

（4）互动教育活动 : 山西青铜博物馆定期举办 AR

技术支持的互动教育活动，主要面向学生。学生可以参

与虚拟考古活动，通过 AR 技术寻找和恢复虚拟文物，

从中学到考古学知识。这种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了

解历史和文化。

2. 山西青铜博物馆的体验设计

（1）互动展示体验

除了 AR 技术，山西博物院还设计了互动展示，允

许观众触摸和操控展品。这种互动性激发了好奇心，使

观众积极参与学习和探索。观众可以触摸展品的模型、

旋转古代器物、或参与历史场景的重现。互动展示可以

使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展品和历史背景。它们提供了一种

以多感官参与的方式学习的机会，使参观者能够更全面

地理解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这种互动性不仅适合年轻

观众，也吸引了各年龄层的游客，使博物馆更具包容性。

（2）多感官体验

多感官体验的设计考虑了观众的情感和感知，以

提供更生动的文化体验。声音可以通过模拟古代音乐、

历史事件的重现和解释来丰富展览内容。触觉可以通过

触摸展品、互动元素和模拟的文物来增强互动性。山西

博物院通过声音、触觉和视觉的多感官刺激，为观众提

供更深入的体验。观众可以听到古代音乐，触摸复制的

文物。这种多感官体验不仅丰富了参观者的情感体验，

还使他们更加投入到展览中。

四、AR 技术在博物馆体验设计中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今后，在博物馆的数字展厅的设计应用中，AR

技术将不断地增强观众的社交互动，使观众能够与其他

参观者共享体验。观众可以一起探索博物馆、合作解决

谜题或参加互动活动，增强参观的社交性。随着可穿戴

设备技术的发展，AR 眼镜和头戴式显示器将变得更加

轻巧、舒适，提供更好的观众体验。与此同时，AR 应

用将提供更多的多语言支持，以满足国际观众的需求。

这将有助于吸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参观者，推动文化

交流。最关键的一点是，AR 技术将继续走可持续性发

展道路。博物馆将更多地关注 AR 技术的可持续性，包

括能源效率、减少电子废物、绿色技术的使用等。这将

有助于降低环境影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总的来

说，AR 技术将继续改变博物馆的未来，促使文化机构

与科技合作伙伴合作，不断寻求创新的方法来展示和保

护文化遗产。

总 结：

AR 技术在博物馆设计中的应用已经在提供更丰

富、互动和有教育价值的参观体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们看到 AR 技术如何丰富了博物馆的展示方式，提高

了观众的参与度，增强了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同时，

增强现实技术也提高了观众的参与度、教育效果和文化

遗产的宣传。通过以山西青铜博物馆的数字展馆为例，

我们分析了 AR 技术原理、具体应用、优势以及未来发

展方向。这项技术不仅为博物馆提供了创新的方式来传

达文化遗产，还吸引了更多观众，增强了教育效果。总

之，AR 技术现在已经成为博物馆领域的一项重要工具。

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引人入胜的博物馆体验，

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文化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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