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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various	 fields.	
Cultural	centers	rely	on	digital	resource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of	art,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he	field	of	art.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enter	of	art	popularization,	
points	out	that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in	the	cultural	center	of	art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art	literacy	briefly,	thus	put	forward	booster	digital	cultural	center	art	literacy	effective	measures,	in	order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art	popularization	and	sharing	of	digit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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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艺术普及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于双奎

济宁市文化馆，中国·山东 济宁 272000

摘  要

数字技术的普及推广为各个领域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化馆依托数字资源不断推进全面艺术普及工作，进一步
推动艺术领域的发展与传承。论文将基于对文化馆艺术普及现状的分析，指出数字发展在文化馆普及艺术知识中的作用以
及应用，通过对数字发展在艺术知识普及中的问题和挑战的简要阐述，从而提出助推数字化文化馆艺术知识普及有效举
措，以期实现全面艺术普及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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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双奎（1969-），男，中国山东济宁人，本

科，副研究馆员，从事群众文化理论与群众文化数字化建

设研究。

1 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

各个领域，包括艺术领域。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艺术的传播和

普及提供了新的可能，使得艺术知识的传播不再受地域、时

间的限制，更加便捷、高效。文化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载

体，其在艺术知识普及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2 文化馆艺术普及现状

2.1 活动形式内容单一
目前，文化馆在艺术普及工作方面的活动形式与内容

相对过于单一，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但每名来参观的观众

艺术兴趣与需求是各不相同的，一旦缺乏创新性，则可能无

法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总是举办同样种类的展览或讲

座，前来参观的观众也可能会感觉到厌倦，从而失去参观欣

赏的动力。不仅如此，大多数文化馆的艺术普及活动以传统

艺术为主，而对于新兴艺术形式和潮流的关注度与推广不

够，因此只能够吸引一部分受众人群难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

和公众的认同度，而以单向的传授演艺为主的艺术普及活

动，也缺乏与公众互动交流的机会，进而影响艺术普及效果。

2.2 资源整合利用不充分
在当前的文化环境当中，不难发现，文化馆的艺术普

及方面，资源整合与利用存在一定问题。尽管文化馆拥有丰

富的资源，但这些资源并没有被有效地组织和利用，而是分

散在不同的部门与项目当中，无法形成合力。比如，一些珍

贵的艺术品常常被锁在库房当中，没有及时得到展示与传

播，并且一些优秀的艺术家的艺术才华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支

持和推广，使其作品无法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1]。加之，文

化馆与其他文化机构以及文化团体之间的合作联动较少，过

于独立，缺乏有效的沟通合作，从而限制了艺术资源的共享，

阻碍了艺术普及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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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员配备和素质能力不足
在艺术普及工作当中，文化馆的人员配备与素质能力

仍有待加强。一是由于文化馆工作人员的年龄结构普遍偏

大，对艺术普及工作缺乏活力与创新精神，而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也随之更新迭代，更需要有年轻

一代艺术家与文化工作者助推艺术的普及和发展，较大年龄

段的文化馆工作人员对于新兴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了解不足，

无法有效地将其传播给大众。且部分文化馆工作人员的专业

素质不高，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知识掌握不足，也无法为大众

提供高质量的艺术普及服务。此外，文化馆在人才引进和培

养方面仍存在一定困难。由于自身的工作待遇和发展空间受

限，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融入，艺术宣传普及工作当中无

法投入大量资金与精力引进留住人才，也难以为现有工作人

员提供有效的培训和发展机遇，进而使其专业素质难以得到

充分提升。

3 数字发展在文化馆普及艺术知识中的作用

3.1 提供广阔传播渠道
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为文化馆的艺术传播提供更加广

阔的宣传渠道与平台。文化馆通过建立官方网站等方式将艺

术资讯与展览信息内容发布至网站上，借此，公众仅需通过

电脑或手机等设备访问网站，就能够随时随地获取到最新的

艺术资讯，也能更加简便地将艺术品通过文字、图片、视频

的形式解读呈现给公众，使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艺术品背后

的故事与意义。借助数字技术的广泛传播，能够覆盖到更广

大的受众群体，从而提高了艺术知识的普及率 [2]。

3.2 增强互动性
文化馆艺术普及工作当中数字化工具的呈现，切实为

公众提供了全新的参与艺术交流的形式。在过去，公众往往

只能被动地接受艺术家和专家的作品与观点，缺乏直接的互

动反馈渠道。随着数字化交流工具的应用，他们可以积极参

与到艺术创作与讨论当中，进行实施互动，使公众更加深入

地了解艺术家的创作过程背后，故事同时分享自身感受与观

点，促进艺术的交流和共享，从而深化了对艺术的欣赏与理

解。而数字发展也能为公众提供平等的机会，通过数字交流

直接向艺术家进行提问，能够更好地帮助公众理解艺术家创

作意图与作品内涵，同时激发群众的创造力与思考力，促进

艺术创新性和多样性充分发展。

4 数字化在文化馆普及艺术知识中的应用

4.1 依托网络平台，开展在线传播
数字化教育平台通过在线教程、视频教程、互动式课

程等多种形式，为公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和课程形

式。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学习者，都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在线教程和视频

教程可以帮助公众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

制。而互动式课程则可以提供实时的反馈和指导，使学习过

程更加生动有趣。依托数字化教育平台，公众可以自主选择

他们感兴趣的艺术内容，并进行个性化的自主学习，进而为

公众提供了更加灵活和便捷的学习途径。

4.2 通过虚拟技术，直观生动体现
数字化展览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艺术品转化为数字形式，

它还通过交互式体验和讲解等方式，提高了公众对艺术作品

的理解和欣赏能力。在虚拟现实展览中，观众可以通过戴上

VR 眼镜，仿佛置身于艺术品所在的场景中，与作品进行互

动，他们可以自由地观察细节、探索不同的角度，甚至与作

品进行互动，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

的内涵。此外，数字化展览还提供了艺术作品讲解功能，运

用语音导览或文字说明，向观众介绍作品的背景、艺术家的

生平以及作品的艺术特点，这既增加了观众的参与感，也同

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艺术作品。

4.3 采用数字化技术，促进资源共享
文化馆固有的艺术普及传播形式，需要艺术家们花费

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自行整理和管理他们的艺术作品，而通过

数字化技术，可以使他们将作品以电子的形式存储在相应的

数据库当中，经过轻松的分类与检索，便能够更加高效地管

理和展示他们的作品，同时也方便了观众的浏览与欣赏。且

传统艺术作品往往会面临着时间与环境的，侵蚀容易受到损

坏，甚至面临丢失的风险，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恰恰能够将，

艺术作品更好保存与传承，同时也可对其进行一定的修复和

还原，保持其原有的艺术价值与观赏效果，使公众能够欣赏

到更加完美的艺术作品 [3]。

5 数字发展在艺术知识普及中的问题和挑战

5.1 数字鸿沟问题
就目前数字技术对于文化馆艺术知识普及工作而言，

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在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

方面仍存在一些差异，部分贫困地区与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

日常接触数字技术的机会，导致他们在艺术知识获取与欣赏

方面获得的知识相对滞后，或由于缺乏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

力与互联网技能，使其无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获取文化馆当

中的艺术知识，数字鸿沟的问题使得数字化技术难以进一步

在文化馆艺术知识普及中得以应用。

5.2 艺术资源版权问题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艺术资源版权

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文化馆等公共

场所进行艺术知识普及的过程中，艺术作品的复制、传播和

使用版权问题时常被提及。由于艺术作品具有独特的原创性

和知识产权，未经作者或版权所有者授权的随意复制和使用

他人的作品，不仅侵犯了艺术家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导致侵

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同时由于互联网平台的普及使得艺术资

源的获取更加快捷，这也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们利用互联网平台为公众提供未经授权的艺术资源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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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享服务，从而使得版权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加剧。这种现

象不仅损害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和权益，也对整个艺术产业

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5.3 用户需求多元化，满足难度大
在当今社会不断发展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

公众对于艺术知识的普及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不同

的人群，由于年龄、背景、兴趣等因素的差异，对艺术的喜

好和需求也各不相同。对于一些年长的人群来说，他们可能

更加钟情于传统的古典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他们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能够唤起他们对过去的回忆

和怀旧情怀。年长者希望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传统艺术形式，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年轻人则更加倾向于欣赏新兴

的艺术形式，他们追求个性化和创新，而这些艺术形式恰恰

以其独特的创意和表现手法，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的关注，

通过接触新兴的艺术形式，能够帮助年轻人逐步拓宽自己的

审美视野，丰富精神生活。

6 助推数字化文化馆艺术知识普及有效举措

6.1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
为了减小当下文化馆艺术知识普及数字化所面临的数

字鸿沟，各地区文化馆需要不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

过引进先进的计算机设备和网络技术，对现有数字基础设施

进行升级与改造，采用更快、更稳定的网络连接方式，以加

快数据传输速度，提高用户体验，满足数字化普及的需求。

也可加强对文化馆艺术知识普及。数字技术的推广效率，经

常性开展数字技术培训课程讲座，向公众广泛介绍数字技术

对文化馆艺术知识普及的优势和使用方法，从而提高公众对

于其认知与掌握程度。各地区文化保护单位也可，通过建立

相应的文化交流平台，对艺术知识数字资源进行整合和管

理，提升数字化普及的效率与质量，也能够让更多人享受到

数字化普及的便利。

6.2 建立完善的艺术资源版权保护机制
版权保护可以为文化文艺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保护

创作者的权益，激励创作者创作和传播作品，从而丰富艺术

资源，促进艺术知识普及，因此建立完善的艺术资源版权保

护机制，对于文化馆艺术知识普及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故而需要对版权归属进行明确规定，确保创作者在作

品被使用、传播时能够获得相应的权益。同时，我们还需要

考虑到合作创作、委托创作等特殊情况下的版权归属问题，

以充分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此外还需加强对侵权行为的监

管和打击力度，通过加强执法力量、完善执法手段等措施，

确保侵权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此外，为了确保数字艺术资源

的安全，各地区文化馆本身也可采用先进的技术保护措施，

比如加密处理，确保只有拥有正确密钥的人才能够解密和访

问这些资源，从而有效地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盗取，确保

艺术品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得到保护。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和

尊重版权，才能更好地维护创作者的权益，推动文化产业的

繁荣发展。

6.3 深入了解用户需求，提供多元化服务
群众的需求是数字化艺术知识普及的发展动力。作为

文化馆，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在线咨询或社交媒体互动等形

式，广泛收集用户对于艺术知识普及的需求和意见，同时也

可在馆内提供线上讲座、互动展览以及与艺术家面对面交流

等多种多样的普及服务，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此外，为了

全面了解和拓宽受众群体，文化馆还可建立社交媒体群组论

坛，将对艺术感兴趣的用户聚集起来，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够

相互交流，分享心得的沟通平台，从而有效增强文化馆与用

户之间的互动性和粘合性。并且，文化馆自身也可与其他机

构、艺术家、企业实现多方合作，比如在各大本地高校内举

办艺术展览与艺术工作坊等，向学生们传授艺术知识和技

巧，让艺术的力量应用于学生及社会的公益事业当中，为下

一代提供更多艺术体验和学习的机会，吸引更多的艺术创作

参与者。而与企业的合作，也能够为文化馆带来更多的资金

与资源支持，依托企业赞助，文化馆开展各类艺术展览和演

出活动，能够切实提升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与社会责任感，

还可将文化馆所普及的艺术内容与企业相结合，创造出更多

的商业价值。多角度多渠道共同开展艺术知识普及活动，有

助于文化馆艺术普及工作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和影响力。

7 结语

总而言之，全面艺术普及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有助于

推动文化艺术普及和发展。充分利用各方资源，提高文化资

源的利用效率，使更多人接触到高质量的文化艺术信息，进

一步提高了公众的艺术素养与文化素养，也能够全面推动文

化艺术领域的蓬勃发展，为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夯基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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