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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文化

一、沉浸式艺术
1 .沉浸式概念与内容
近年来，“沉浸式”一词可谓是各个领域

的热宠儿，宣传上带上“沉浸式”一词就会联
动高曝光率，追述沉浸式体验的概念是由芝
加哥大学心理教授米哈利里·齐克森米哈里
提出，其指人们全神贯注投入到当前的情景
活动，处于其中之时不觉时间转瞬即逝以及
周围环境的事物因素，从而达到忘我浑然一
体的深入性陷入。沉浸式可以使得观者陷入
极度全神贯注的入神状态，因此在设计沉浸
式内容时，要考虑到观者与沉浸式内容怎样
适配，举例子来讲，打游戏过关需要一定难
度的技能和操作，并且参与者有一定能力去
应对，挑战难关并历经过程亲自通关后的满
足感和快乐，类似作用于人生理以及认知的
体验都可以归结于沉浸式体验。

2 .沉浸式艺术的溯源与发展
随着沉浸式艺术的兴起和发展，学者

开始追溯沉浸式艺术最早的作品形态与表
达方式。有学者认为，西方早期的沉浸式艺
术将绘画、雕塑、音乐等作为载体，营造混
合如戏剧般的艺术体验。1849年，德国音乐
家瓦格纳在著作《艺术与革命》中使用了

“总体艺术”一词描述综合了各种艺术形式
的整体艺术作品，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绘
画、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形式。其晚年的
歌剧实验更是将观众直接置于舞台环绕的
中央，开创了沉浸式艺术的先河。从表现形
式看，总体艺术或可被视为早期的沉浸式
艺术。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对于沉浸的理
解主要来源于文字、绘画、声乐等传统艺
术，如文字的“感同身受”、绘画的“身临其
境”、声乐的“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等。由于
中西方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差异，人们对二
者的沉浸式艺术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但两
者之间又有着概念的共通点，即早期的沉
浸式艺术多是将由单一个体组成的混综合
艺术作为媒介，依靠局部的营造衍生塑成
整体的沉浸式体验。

现代沉浸式艺术的发展中，数字媒体
的创新是必要前提之一，这也从侧面印证
了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是当前艺术创作的趋
势之一。如果说早期创作艺术者创作沉浸
式艺术的方式是使用综合绘画、雕塑、建筑
等“工具”，现在艺术家创作沉浸式艺术的

“工具”则是以VR(虚拟现实)技术为主的
高科技媒介。借助科技的进步的发展，创作
工具已经从传统的艺术媒介转化为新型艺
术媒介。

至此，虚拟现实在沉浸式艺术中并非扮
演交互应用的角色，而是对艺术构成元素中
综合媒介的延续。因此，科技创新在沉浸式
艺术作品中的应用并不影响作品的性质，反
而能为作品锦上添花从而获得更好的效果。

二、对沉浸式展览的思考
2017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千里江

山——— 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观众纷纷来京一睹《千里江山图》的
真容，大批观者在未开馆便簇拥排列翘首
远望，现场甚是热闹。博物馆是城市的重要
公共空间，过去博物馆的形象给人过于刻
板。仿佛在博物馆的入口和不通艺术文化
的大众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壁垒，公共
性的推广传播受到了阻碍。当出现了“沉浸
式”这样大众参与感强的展览形式，促使人
们愿意走进博物馆一探究竟，不仅推开了
壁垒也促进了沟通交流。与令人费解分析
的当代艺术相比，起码沉浸式展览带给了
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通俗环绕的环境感
艺术让大众积极的参与进来，增加对艺术
的好感。

综上所述，沉浸式展览带给了观众更为
全面的观展体验，拉近了大众与博物馆的距
离。但如果仅寄希望于沉浸式的概念来制造
市场的火爆，依靠滥用新技术新手段，一味
追求光影十足的肤浅的视觉表面效果，那么
艺术终将沦为附属品。因此，在辨别的同时
并设定门槛，把商业项目与艺术文化教育项
目区分开，是博物馆与艺术机构需要重点把

握的地方，否则沉浸式展览的内核必将会向
娱乐化、快餐化靠拢，沦为空洞无聊、无趣的
产物。

三、博物馆美术教育与沉浸式教学
以观众为中心是当代博物馆、美术馆

发展的核心理念，以观众为中心开展美术
教育，才能发挥其文化力量，影响和改变
个体乃至社会。《新世纪的博物馆》指出，
收藏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则是博物馆的
灵魂。博物馆的美术教育与学校教育明显
不同，艺术品是美术馆与学习者交流沟通
的主要媒介物，博物馆的美术教育主要是
依靠展品实现的。沉浸式教学的理念认
为，在学生的学习和认知过程中，调动其
多感官的体验，将学生融入环境、忘记环
境、提升学习乐趣和效率，使学生接受能
力感官能力放大的同时，促进美术教育的
传播。沉浸式艺术的出现为博物馆美术教
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以沉浸式艺术
为美术教育载体，对观众开展以展品为核
心的沉浸式教学，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
参与教育活动的兴趣，取得最优的博物馆
美术教育成果。

四、沉浸式艺术对博物馆美术教育的影响
首先，沉浸式艺术融合沉浸式教学，为

博物馆美术教育提供了新思路。伴随着艺术
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技术辅助开展博物馆美
术教育似乎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博物馆
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媒介，试图寻
找更好的教学途径。在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
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多媒体的应用、沉浸式
艺术的发展为博物馆美术教育提供了新的
发展思路。沉浸式艺术参与博物馆美术教育
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使博物馆的文化传播
更快捷有效。

其次，沉浸式艺术在博物馆美术教育中
的应用可以体现出关系美学与接受美学在
博物馆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性，是符合博物馆
以观众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沉浸式艺术的
互动参与性为观众提供了参与二次创作的

可能，很多沉浸式艺术并不是单向被动输出
的，而是与观众存在双向选择。艺术家在创
作时便将与观众互动的可能性列入考虑的
范围，沉浸式艺术能有效引导观众的审美和
创作，更加注重个体在教育过程中扮演的角
色和从中汲取的经验。

再次，沉浸式艺术的多元素运用能吸引
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群体，有效扩大博物馆美
术教育的受众面，充分发挥好其文化职能，
提高参观者的审美感受力和艺术品理解力。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式艺术，能有效让
观众沉浸其中，引发他们的共鸣，加深他们
对博物馆展览与教育的印象。

最后，发挥博物馆面向社会的文化与教
育风向标的作用。不少研究沉浸式艺术的学
者提出，随着近年来沉浸式艺术的快速发展
与流行，部分作品为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开始迎合观众推出一些过分强调感官体验、
具有庸俗色彩与肤浅艺术思想的作品。博物
馆作为文化与艺术的风向标，应坚守艺术底
线，推出优秀的美术教育模式，开展相应的
美术教育活动，引导艺术创作向上发展，将
对个体观众的美术教育转化为对社会美育
的引导，为教育赋能。

结语
沉浸式艺术的发展从具体的构成到科

技创造的虚拟现实，深度体现了当代科技与
艺术融合的趋势，沉浸式艺术进入博物馆以
来，除了产生了全新的展示方式，也为博物
馆的美术教育带来了启示，提供了发展思路
与素材。由沉浸式艺术结合博物馆美术教育
形成的沉浸式教学氛围，能有效挖掘出作品
与观众的潜力，当观众化身为再创作者时，
作品即是教育本身。沉浸式艺术有着独特的
优点，其发展为博物馆美术教育的发展带来
了启示，对其合理运用将会为博物馆美术教
育提供更行之有效的路径。

田晨睿，女，山东济宁人，青岛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美术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现当代油画创作。

浅谈沉浸式艺术对博物馆美术教育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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