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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艺

摘要：青少年人群正处在人生成长的敏感期、处在独特的自我

认知的成熟过程中。博物馆展览要从青少年群体的认知习惯、观察行

为进行一些细微的设计考虑，以提升这一特殊群体的参观、体验、学

习、甚至是娱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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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群体总体上是向成人成熟迈进的一个过程，人生

观、道德观、价值观经历着从动荡到稳定的过程。在认知发展

方面青少年抽象思维能力突出，喜欢创新，喜欢用自己的视角

去观察问题，并且可以反省自己的思维过程。在道德认知方

面，可以以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社会福利作为判断个人行为是否

道德的标准。在心理发展方面青少年思维活跃，知识涉猎面广

泛，喜欢关注当下社会热点问题，自我表现欲增加，自主意识

增强。

博物馆常会不自觉地将青少年观众划入成人行列中，展览的

内容和形式对于青少年而言缺乏吸引力。很多研究资料表明，青

少年群体对于不去博物馆的原因有大致三方面，一是忙于学习，

没有时间、二是博物馆的内容深奥、枯燥，看不明白、三是博物

馆没有趣味。本文想从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和参观行为入手，阐述

在此过程中，如何从展览主题和展览设计两方面加强对青少年群

体的关照。

一、基于对青少年认知特点和心理特点的概括，合理选择博

物馆展览主题

1.博物馆的展览主题要“引导”不要“强迫”

博物馆对于青少年观众担负着教育功能，也被很多学者称

为“第二课堂”。因此，就要考虑展览内容的全面性与时代性。

目前很多综合性的博物馆多倾向于“文艺类”的展览，如书画、

陶瓷、宗教等，这类型的展览就是常被青少年说是缺少生活，看

不懂的一类展览，对于这类展览就要从设计手段上下功夫以体现

对青少年的“文化熏陶”。除此外，对于生机勃勃的青少年，展

览的内容还应更宽泛，可涉猎科学类、自然类、民风民俗类等，

这些展览的内容会更加容易将观众引入现实生活中，如物联网时

代的科学技术主题，会让青少年感知当下科技的发展，对未来的

生活方式抱有预期。如自然类的展览，可以引导青少年去理解可

持续发展的必要性，民风民俗更是使观众增加了对民族文化的认

知，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2.博物馆展览主题既要“陌生”，又要“亲切”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 ·威廉 ·阿特金森（Joh n  W i l l i a m 

Atkinson）的成功动机理论表明，当问题的难度系数为50%时，

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强。对于完全不能完成的问题和特别容易解决

的问题，学习动机反而下降。因此博物馆的主题选择要与青少年

已有的知识储备之间建立一个关联，对于青少年而言那些“似曾

相识”“有所耳闻”“似懂非懂”的内容更有参观、研究欲望。

当然，这也包含对主题的阐述方式上，即使是非常陌生的主题，

通过对主题的发散联想、与青少年的知识储备产生关联后，这个

展览也会变得“亲切”。另外，对于本土文化的凝练与展示，适

当策划本地区的历史发展、人文特色、自然景观、珍奇书画等展

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展览内容，青少年在增加对本地区文化了

解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内化为一种热爱家乡、为家乡自豪的情

怀，从而将对“自我”的认知与地方文化融汇，流露出一种独特

的“城市个人魅力”。

二、以青少年参观行为为依据的展览设计建议

1.展示“展览设计”，让参观更加主动

在展览空间规划和路线规划上，通常的原则是考虑主题的

可描述性，采用固定流线的设计，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使参观更具

条理性，但弊端是观众无形被束缚了参观行为，这也是青少年觉

得展览形式枯燥、无趣的原因之一。所以当青少年步入展厅时，

能对展厅的全貌有一个整体认知，剩下的全由观众自由发挥、浏

览，会能激发青少年的探索乐趣。此外，展厅的设计创造了一种

“美的体验”。可采用一些通俗易懂的办法介绍陈列设计的思考

过程、实施过程、图形语言的抽象过程等。丰富青少年对美的体

验，切实感受美的产生过程，让展览更加生动和具有研究性。

2.展览空间设计要考虑观众的“交流”

根据青少年的参观行为来看，青少年常会与家人或者同辈伙

伴一同参观，参观过程的交流较为频繁。因此陈列设计要考虑空

间分割和展品密度，尤其是独立展柜的设计。展厅使用吸音材料

和有效的空间分割，确保展厅空间不致于太嘈杂，提高交流的效

率与质量。台北故宫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客流量非

常大，所以几个镇馆之宝采用了独立小空间分割展示，有效地控

制了参观人数与人流密度，巧妙控制了整个展厅的杂音音量，提

供了较为舒适的观赏环境。

3.对展品的描述要丰富，具有可探索性

观察青少年参观行为发现，当他们面对不感兴趣的展品时，

或者是面对很多不熟悉的背景资料、文字时，更是一掠而过。对

感兴趣的展品，他们会看展品介绍并展开交流，他们的交流内容

往往来自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或者以此产生的一些联想、想象。

所以，面对一些“陌生的”“无趣味”的展品，展览设计要想一

些办法“描述展品”。可以利用图像语言、网络媒体、情景还

原、现场工艺还原⋯⋯从空间、时间维度上去描述展品的外在形

式、功能。而与此同时展览的内在精神内涵，需要留给青少年独

自思考与探索。

但是，关于展览的设计我们往往会陷入另一个误区。我们

会以为增加一些炫目的情景、复杂的装饰、大量的多媒体互动技

术，这样就会吸引青少年的关注。事实是，青少年被绚烂的场

景、好玩的互动游戏吸引了注意力，而忽略了展览参观的本质。

陈列设计的美化、展示功能只是其基本功能，其更为有价值的功

能体现在塑造行为，甚至影响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本文以青少

年为观众核心粗略讨论了一些展览主题和展览形式上需要注意的

一些问题，而这一论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待日后逐一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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