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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技术身临其境

“想不到普普通通的一张纸还藏
有如此多的奥秘。”近期，就读于北
京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大四学生邓
雪峤通过中国数字科技馆网站，在线
参观了刚刚落幕的“中国手工造纸的
技·艺”主题展览。

轻轻拖动屏幕，环顾四周的纸艺
展品；指间缩放，阅读展板上的图文
信息；轻点链接图标，获取古今造纸
工艺流程对比动画讲解。作为一名线
下观展爱好者，第一次“云端”看展
让邓雪峤不禁感叹：这样的参观体验
不亚于亲临现场。

相比线下活动，邓雪峤认为在线
展览的参观途径更便捷，知识获取也
更系统，不像线下看展“走到哪儿算
哪儿”。“一个人可以更专注，配上背
景音乐，整个氛围特别到位。”对于
这次体验，邓雪峤很满意。

更让邓雪峤惊喜的是，如此生动
的线上科普展览还有很多。登陆中国
数字科技馆官网，在导航栏“虚拟现
实”的下拉菜单中点击“漫游科技
馆”，便可领略全国各地科技馆的魅
力，畅游多种主题的科普展览。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中国数
字科技馆历经 3 年完成了对中国科
技馆所有常设展览、短期展览以及
全国 115 家科技馆主要展厅的虚拟
漫 游 场 景 制 作 ， 栏 目 访 问 量 突 破
2000 万。

除了让“云展览”的视觉呈现更

逼真，浏览操作更便捷外，各策展方
还从观展形式上下了不少功夫，把传
统的“看”展览转为更具吸引力和启
发性的“玩”展览。

今年初，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
网游平台“波克城市”，推出 《拼
图寻鸟之旅》 科普游戏：将馆内的

“鸟类分类树”展项同 3 名爱鸟摄影
家的摄影作品相结合，通过拼图、
答题和徽章收集等趣味玩法，提升
公众对鸟类的兴趣以及保护生态多
样性的意识。

笔者通过微信搜索“拼图寻鸟之
旅”小程序亲身体验了一番，闯关游
戏先是从中国珍稀鸟类物种出发。

“白腹锦鸡，繁殖期 4-6 月，常筑巢
于枯枝下或岩缝等隐蔽处。善奔走，
飞行能力差。”每一关开始，都会有
简短的鸟类知识语音介绍，拼图下方
配有讲解文字供玩家学习和记忆。完
成答题后即可进入下一项寻鸟之旅，
同时解锁答题关卡，通过判断或选择
题对先前拼图所学的知识进行巩固，
加强记忆。

上海科技馆杂志社社长张光斌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增强科普活动
的趣味性和艺术欣赏性，才能充分调
动人们参与其中，自主高效地获取相
关知识。

随着各类科普资源和展览纷纷移
至“云端”呈现，便捷化的操作以及
沉浸式的游览体验拉近了人们与科技
人文知识的距离。

科学技术部发布的 2019 年度全
国科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科普活动
惠及广大公众，线上参与模式成为亮
点。与此同时，以多媒体尤其是新媒
体技术为支撑的科普传播更加广泛。

云游科学“云讲堂”

在游览科普展览时，人们往往是
单向的信息接收，一些突发奇想很难
在第一时间得到解答，“云端”直播
课则成为了很好载体，及时的双向沟
通填补了这一空缺。

“王老师，‘太空辣椒’吃了会过
敏吗？”北京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四
年级的罗泽昱面对电脑镜头，向正在
直播授课的航天育种技术工程师王思
涵发问。王思涵笑着回答：“只要吃
普通辣椒没事，就不会过敏。”坐在
罗泽昱身边一同上课的妈妈刘锦滨听
后，母女二人相视一笑。

这样的互动场景发生在前不久举
行的一次“空中”课堂上。1月23日
下午，由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精英
小记者慈善义工服务队与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合作推出的青少年航天科普
活动“月壤能种菜吗”展开，吸引了
众多小观众。

活动进入实践环节后，孩子们可
以在家中亲手种植种子并观察记录。
同时，定期举行的线上直播答疑会也
为孩子们提供指导，实时的问答互动
为他们解决各自的难题，努力做到因
材施教。

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精英小记
者慈善义工服务队负责人刘爱明认
为，“云端”科普扩大了教育资源的
价值和影响力。“未来，我们想发挥
优势开展全国学校的空中课堂，让更
多孩子了解航天科学知识、树立远大

科学理想。这次实践也是为今后开展
更大范围的线上科普热热身。”

刘锦滨母女参加的航天育种直播
课是当前线上科普教育的一个生动案
例。近年来，全国各大科技馆、科普
教育实践基地纷纷出招，从云游虚拟
展厅到云享科学实验，再到科学云讲
堂上与专家互动交流，多种“云端”
形态绘就一个科普教育“万花筒”，
为全国各地的观众带来一场场兼具专
业性与趣味性的科学盛宴。

去年7月，中国科技馆推出“云
享科学”系列活动，设有“云游中科
馆”、“云端科学课”、“云趣故事会”
和“中科馆云讲堂”四个栏目，将展
览展品、科学课、品牌活动等丰富的
科普内容移至“云端”共享。

精彩的科学实验、系统的原理讲
解以及简单易得的道具让人们能够一
边动手一边领悟科学知识；“云游
Vlog （视频博客） ”和“云讲馆宝”
让观众跟随科技馆辅导员探寻馆内重
要展品与科技装置；“科学脱口秀”、

“科普看片会”、“科普阅读会”等形
式新颖的科普讲座，搭建了科学家与
社会大众沟通的桥梁，观众在“云
端”同科学家互动交流……

多场景、多形态的科普活动大力
拓展了线上教育阵地，受众人数的激
增使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教育基地
的服务范围明显扩大。

“就基于展厅展品的教育活动来
说，一场线下活动受众人数是有限
的，但是制作成音视频后，受众可能
会达几十万人次。”中国科技馆“云
享科学”相关负责人对本报介绍说。

据 统 计 ， 截 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云享科学”系列活动短视频在

中国数字科技馆、快手、抖音、腾讯
视频等平台累计播放量超2920万次。

馆馆联动共建共享

科普活动的特点是直观性、体验
性和互动性，未来，线上科普应该如
何创新形式，拓展网络平台，吸引更
多观众，助力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线
上科普又该如何和线下科普有机结合
起来，营造良好的参与氛围？

“线上活动内容的生产具有专业
性，比如直播、短视频制作等，如何
生产更优质的作品以吸引观众，依靠
科技馆或科技辅导员自身力量有一定
难度。”中国科技馆展览教育中心刘
伟霞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随着在
线科普教育体系逐步完善，活动受惠
面大幅拓展，如何避免单纯的数字化
复制，如何在“云端”向不同年龄受
众灵活、准确地传递科学知识，成为
各大场馆需要突破的难题。

近年来，“馆馆联动，共建共
享”的发展理念逐渐成为科普教育场
馆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川科技馆
和重庆科技馆相会“云端”，携手推
出主题为“云游川渝科技馆，携手共
谋新发展”的线上闯关科普活动，重
庆科技馆运用虚拟漫游技术开发设计
了一款名为“云游川渝馆”的益智闯
关微信小程序，既充分展现川渝两馆
场馆特色，又将科普知识巧妙地融入
其中。

“我们以往也组织过线上活动，但

都是单打独斗，没能形成点面辐射效
应，而此次同四川科技馆的联动效果
十分显著。”重庆科技馆科普信息中心
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高度认可
了两馆联合策划开展跨区域科普活动
的尝试。为期一周的“云游川渝馆”
在线活动共吸引约45万人次参与。

“下一阶段，我们将从活动流程
和界面上做精细化调整。更重要的
是，以川渝合作和全域科普工作为思
路，继续扩大活动范围，从省级馆拓
展到区县馆，甚至跨界与其他博物馆
协作开展。”重庆科技馆科普信息中
心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区域性的多馆合作已有
实践。2018年5月，上海科技馆、江苏
省科学技术馆等来自沪苏浙皖的8家科
普场馆联合成立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
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为实现科普资源
的共建共享出谋划策；2018年9月，广
东科学中心、香港科学馆、澳门科学馆
等单位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
盟，为提高粤港澳地区公众科学素养，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贡献力量；2019年9月，京津冀科
学教育馆联盟成立，推动科普场馆融合
创新发展，组织三地特色科学教育资源
轮展、年度主题巡展和展品互换等交流
活动……

随着数字化转型和虚拟现实等新
技术的推广，跨区域场馆合作的多维
立体化科普体系也在“云端”发力，
线上科普矩阵的搭建更是把握住数字
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深度融合的契
机，借助信息化、智能化助力中国科
普场馆和教育基地高质量发展。

3月11日，国家图书馆、中国图
书馆学会与中国科技馆举行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根据框架协议，
中国图书馆学会与中国科技馆将在

“十四五”期间合作开展中国流动科
技馆“跨界流动·助力基层”巡展项
目，融合实体科技馆现有的优质展教
活动资源和数字馆在线资源，采用线
下展览、专题讲座、线上资源共享和
科普读物推介等多种活动形式，促进
科学技术广泛普及，提升公众科学文
化素质。

“场馆的未来发展要与大数据、
共享和高质量紧密结合，在跨界融合
中，用数字技术重构场馆的知识体
系。”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说。

“看”展览转为“玩”展览 点鼠标“漫步”众场馆

科普踏“云”来 线上放光彩
叶晓楠 黄耀辉

“估计是纸太软造成的？”
“我觉得和水有关系。”3月14
日，在“中国科技馆—小鬼科学
家”直播课的钉钉群里，科学辅
导员正做着关于水的科学实验，
直播弹幕里热火朝天的讨论，激
发着家长和孩子们的好奇心。

“小朋友特别喜欢小实验，
活动培养了孩子们的科学潜质，
感谢科技馆丰富有趣的直播课
堂。”一位家长在活动结束后通
过钉钉群表达感谢。原本要到中
国科技馆才能参加的“小鬼科学
家”亲子活动，现在在线就能参
与，众多家长纷纷留言赞赏。

依托数字化技术手段，人们
参观科普展览、获取科学知识的
方式正变得更加丰富。打开虚拟
展厅链接，轻点或拖动鼠标，便
可“漫步”于场馆之中；借助VR
眼镜等智能设备，一些有趣的实
验装置“触手可及”，甚至实现
模拟操控；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平台，可以观看展品影像资
料，收听语音讲解……

北京科学教育馆协会秘书
长苏国民近日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借助数字化、虚拟现
实等技术手段，科普展参观实
现形式多样化、便捷化和智能
化，为观众提供优质科学教育
内容的同时，引领科技馆、博
物馆在数字化时代寻求运营模
式的新突破，推动场馆建设迈
上新台阶。”

3月 20日，北京中国载人航天互动科普展上，家长和小朋友观看太空培
育出来的番茄。 罗 伟摄 （人民视觉）

3月6日，浙江省湖州市朝阳街道联合潮音社区志愿者、东风小学学生来
到垃圾分类宣教馆，使用VR眼镜学习垃圾分类知识。闵 峰摄 （人民视觉）

33月月2121日日，，北京中国科技馆北京中国科技馆，，观众在环形沉浸式空间观众在环形沉浸式空间““宇宙微尘剧场宇宙微尘剧场””观看身临其境的太空观看身临其境的太空。。 陈晓根陈晓根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3月15日，小朋友在贵州省毕节市科技馆参观。
王纯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