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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气吸引观众  近人心抓好教育 

——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经验分享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陈桂琼 15228322670） 

 

摘要：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再现了汶川特大地震灾情

和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伟大历程，可以让公众了解历史，铭记

历史，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对公众人生观、价值观的进行

正确引导。纪念馆在对观众游览习性以及喜好分析的基础上，借

鉴其他博物馆优秀经验，从内到外，从陈列布展到宣传教育进行

创新实践，吸引观众让其乐于接受教育，达到好的教育效果，实

现纪念馆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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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四川发生了世所罕见的汶川地震，

对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损失，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近

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各地建起众多的纪念地、纪念馆，加之

随着时间推移，公众对“灾难主题”的场馆遗址不再抱有最初的

好奇。那么如何吸引观众，让观众乐于接收“灾难教育”是这些

场馆首要考虑的问题。为此，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以下

简称纪念馆）在研究受众的基础上，结合陈展主题，对陈展、教

育、宣传方式进行思考、改进，探索出有益于纪念馆发展的一些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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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览有亮点，优化观展体验 

博物馆作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成为公众休闲时充实自我、享

受教育的重要场所。陈列布展作为博物馆、纪念馆精神内核的外

在展示，也是社会公众能够直接接触和广泛参与的对象，陈展内

容的丰富、精彩程度，陈展手段的精巧、细致程度都直接体现博

物馆服务水平，影响观众体验。 

（一）陈展内容贴近生活，让参观具有代入感 

相对于博物馆过去将陈展停留在文物和故事的年代环境，在

观众心中树立高远严肃的形象，纪念馆主动贴近现实生活，在场

馆与观众间建立联系。场景取材于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事物，2018

年纪念馆改展，从社会生活各方面选取典型事件展现中国社会十

年的飞速发展，灾区生活迈上新台阶。展现震后灾区发展历程的

同时，也以生活场景和热点事件带观众回顾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支援灾区建设灾区，了解这段从悲

壮走向豪迈的抗震救灾历史，感受自己与灾区人民共进退，与祖

国共发展，通过给观众以代入感，提升观众对展览内容的认同感

和展览事件参与感。 

（二）引进科技手段，提升观众参观体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素质普遍提高，对精神文化有了

更进一步的需求，参观博物馆不仅关注内容，也关注内容呈现的

形式。纪念馆陈展覆盖内容广信息量大，展陈空间的包容量要求

高。纪念馆在改陈中引进新媒体手段，将纪念馆的休息区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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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博物馆，通过三维技术展示“一馆三地”全貌和纪念馆数字

化陈展内容，使游客身处纪念馆即可浏览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

绵竹汉旺东汽工业园遗址、汶川映秀震中遗址等汶川地震纪念地，

数字博物馆的开设既拓展了整个展览的宽度，受到了游客一致好

评。目前，纪念馆也在积极探索 VR、AR 等技术的可利用性，

旨在打造一个贴合社会发展状况，优化观众参观体验的展览。 

二、教育多方式，提升教育效果 

博物馆内容是多层次的，观众所见最直观的就是展览形式和

内容，而真正能给观众留下深刻记忆的内涵是需要剖析和挖掘的。

纪念馆作为教育服务阵地，为满足更多的观众需要，提供了多种

教育方式。 

（一）宣讲有心意，达成教育目的 

受本身素质的影响，博物馆受众在参观博物馆时对博物馆的

内涵领悟各不相同，面对多样的受众群，将博物馆的内涵准确地

传达给观众，是宣教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为此纪念馆讲解人员积

极参与各级各类防灾减灾、红色故事等演讲大赛，承担各种临展、

特展讲解工作，以宣讲内容为基点延伸学习，拓宽知识面，提升

业务能力。按照纪念馆陈展分区有计划深入学习、挖掘，做到陈

展内容掌握无死角，深刻剖析陈展内涵和精神。针对观众因人设

讲，形成多版讲解词，面对公众，能利用自身学到的知识和故事

对内容进行补充，赋予展览温度、画面，通过讲解将抽象的精神

立体化，让观众学有所获。 



4

由于观众参观习惯不同，有的喜欢跟随讲解，有的喜欢自行

参观，为满足观众差异化需求，纪念馆除了对馆内陈展制作简要

说明以外，还对地震亲历者、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参与者中的热

点人物、集体等进行采访，拍摄 5·12 汶川特大地震亲历者大型

口述史，制成二维码，让观众能在参观时，按照自己关注的部分，

以倾听亲历者讲述来了解汶川特大地震及其背后的故事，让被采

访者和观众达成情感和信息交流。此外，纪念馆将“口述史”制

成展板，在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纪念地和学校进行巡展，口述历

史分享也成了官方公众号的日常。便捷的扫码，短小的视频，既

满足了参观学习的需求，也借此将汶川特大地震的故事及抗震救

灾精神传播到纪念馆外更广阔的世界。 

（二）教育有广度，收获社教效果 

相较于纪念馆被动教育，纪念馆主动输出的形式更加灵活、

范围覆盖更广，更能满足受教育的预期要求。纪念馆常年开展地

震知识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开办“弘扬伟大抗震精神”、“震

害防御”、“应急管理类”、“心理建设”、“紧急救援”等多类讲座

和操作培训，通过出门宣讲的形式，将纪念馆“教育”传播出去。

同时纪念馆还配套了专门的宣传教育中心和防灾减灾实训基地，

吸引了众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在此举办应急干部管理培训、

防灾救援培训、素质拓展训练、爱国主义教育宣讲等活动。以

“团体”为教育输出目标，通过多种形式的推广教育，目的明确，

针对性强，教育收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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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传有新意，吸引社会关注 

对于信息时代的博物馆来说，网络知名度、社会关注度和公

众参与量是衡量其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为此，越来越多的博物馆

借助网络把展厅直接带到观众面前。纪念馆为了赶上“网络大军”

步伐，也尝试文物故事宣传。2018年，以“2008年宁夏援川特

警队在什邡红白镇执行抗震救灾任务时抢救出一面国旗”为宣传

主题，借中央电视台、四川卫视、海南卫视等众多媒体，以国旗

“回家”为主题多方向多角度宣传报道，获得社会广泛关注，2019

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爱国话题燃爆网络，“国旗回家”

再度“翻红”，截至 10月，“国旗‘回家’”的相关新闻视频点击

量达 3.2亿。籍此，纪念馆被更多的公众熟知。 

四、结语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作为唯一的国家级地震专题纪念

馆，作为以“灾难”主题建立的“红色”场馆，肩负着爱国主义

教育、防灾减灾教育等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要打破公众对“灾

难”主题“消极”的印象，将历史和故事转化为正面的精神力量，

以观众乐于接受易于消化的形式传播出去，多渠道宣传，让纪念

馆为更多的人熟知，为纪念馆的持续发展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