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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洛阳作为河洛地区的中心地带，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众多文化资源，为当地

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馆藏文物，也为洛阳历史类博物馆开展研学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随着文旅

产业与电商加速融合的背景，为推动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的高质量发展。本文从电商视角展开研究，

通过剖析当前营销现状，在产品创新、平台优化、营销创新、优化数据收集机制上提出一系列的营销创

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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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oyang, as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Heluo region, has been the capital of thirteen dynasties. Its long 
history has nurtured numerous cultural resources, providing rich collections of cultural relics for 
local museums and offering unique resources for Luoyang’s historical museums to carry out study 
tours. With the accelerated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e-commer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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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and study tours for historical museums 
in Luoyang,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mmerc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marketing situation, a series of marketing innov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 product 
innovation, platform optimization, marketing innovation, and optimizing data collection mecha-
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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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 9 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

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支持博物馆参与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促使博物馆成为学生研学实践的

重要载体。”以及 2022 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通知》

指出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2024 年 9 月《国家文物局关于推进考古研

学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该指导意见为推动考古遗址博物馆研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从

国家下发的各种文件中可以看出国家对博物馆研学教育的重视，以及“双减政策”和新课程改革下国家

希望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而随着互联网和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其为博物馆研学游的精准营销、个性化推荐、用户行为分析

等提供了强大的工具。通过电商平台，博物馆研学游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更广泛的市场覆

盖和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但博物馆研学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旅游形式，其在电商营销方面也面临着一

些机遇和挑战。 

2. 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资源及开发现状 

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拥有很多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对这些文

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是其最主要的职责。文化遗产是博物馆开发研学游的基础，独特的文化遗

产能够让博物馆开发出具有差异性的研学项目，可以提高博物馆的吸引力。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积累

了众多文化资源，洛阳历史类博物馆众多，为其开发研学项目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物质基础。 
(一) 场馆资源 
博物馆本身是开展博物馆研学旅游的重要场馆资源，为博物馆研学活动提供了文化空间和实施的场

所。洛阳有 60 家涵盖了艺术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博物馆，其中有 16 家国有博物馆，3 家行业博物馆、

41 家非国有博物馆，包括洛阳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及隋唐大运河文化博

物馆等历史类博物馆。其中，洛阳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及隋唐大运河文

化博物馆作为洛阳市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拥有着丰富的馆藏文化资源，为开展研学旅游可以提

供重要支撑。 
洛阳博物馆创建于 1958 年，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隋唐里坊区西北隅，占地 300 亩，建筑面积 6.2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 4.2 万平方米，地下 2 万平方米，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河南省优秀爱国主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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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地。从建筑风格上来看，洛阳博物馆在城市中轴线上，设计理念为“鼎立天下”，建筑外观为大鼎造

型。作为洛阳唯一一座综合性历史博物馆，将赫赫夏都，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的

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洛阳古墓博物馆，坐落于河南省洛阳市，于 2022 年 9 月正式对外开放，该博物馆占地 130 亩，建筑

面积 21,567 平方米，包括一组仿汉代的建筑群及一组北魏的建筑群，整体运用现代的建筑材料与工艺。

它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墓葬博物馆，其墓葬的年代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2017 年 6 月 11 日奠基动工建设，2019 年 10 月

19 日建成开放，博物馆占地面积 246 亩，总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包括公共区域、业务区域、行政区

域及早期中国研究中心 4 个部分，设置 5 个基本陈列展厅。其中展示了中国最早的朝代夏朝的历史遗迹，

对于夏文化的探索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坐落于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市洛河与瀍河的交汇处，博物馆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包括展览陈列和文化休闲等多个陈列展厅。场馆以“运河源·隋唐韵·河洛技”为设计思

想，并从大运河中汲取了拱廊元素，并将其作为基础结构，是一座现代化综合性运河主题博物馆，承载

着运河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想象力。 
(二) 展览资源 
展览是表现博物馆教育的载体[1]，博物馆的教育活动都与馆内展览和藏品相关联，或是借助展览的

内容研究延伸博物馆研学课程，亦或是借用藏品研究设计博物馆研学课程，是博物馆研学旅游内容设计

的主要依据。洛阳市众多的文化资源，为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项目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洛阳博物馆大型基本陈列“河洛文明”是建馆以来举办最具代表性的陈列。展出面积 5 千多平方米，

藏品种类繁多，有石，玉，陶，铜，铁等等。在陈列上以洛阳夏代都城、商代都城、东周王城、汉魏故

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为主线，以洛阳出土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为本，以历史时间为顺序，串联各

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史迹、重要历史人物、科技发明等等。此外，还有洛阳代表性文物展

览，如唐三彩馆、珍宝馆、宫廷文物馆等等。 
洛阳古墓博物馆展示了一万余座历朝历代的古墓，在这里可以参观 26 个按原样复制搬迁的墓室，观

赏墓志铭、浮雕壁画、随葬品、石棺和墓主人骨骸的位置。除此之外，古墓博物馆还有壁画馆可供游客

的观赏，这些壁画内容涵盖了天文、地理、人事、神灵等方面，是对中国历史的图像记录。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依托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 60 余年的科学考古发掘所得成果而建，

其中绿松石龙形器、乳钉纹铜爵、网格纹铜鼎、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不仅是夏博重要文物，更是国

之重器。并通过数字赋能，创新展示方式，全面阐释二里头文化内涵，讲好中国故事。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展现了隋唐大运河的“诞生”“运转”，以贯穿大运河历史的时间脉络为线

索，贴合博物馆建筑设计特色和内部展线设置，全面展示隋唐大运河的兴衰故事。同时也采用了现代技

术，给游客打造独特的旅游体验。 
(三) 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开发现状 
近年来，洛阳市致力于叫响“东方博物馆之都”的闪亮名片，现已建成博物馆 102 家，其中国有博

物馆、纪念馆 49 家，非国有博物馆、纪念馆 53 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 98 家[2]。2023 年暑假

期间洛阳各博物馆、纪念馆参观人数达 216.15 万人，其中各博物馆累计接待社教、研学团队 855 批次[3]，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研学游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尤其是随着洛阳博物馆数量的增多，展览品

质的提升，展览内容和展览空间承载量的宽泛。  
洛阳博物馆研学课程主要有《碧波千里——隋唐大运河船模 DIY 系列课程》《洛博里的小动物》《我

是小小策展人之“我眼中的古都洛阳”》《神秘客——文物守护计划》《小小博物家之“我是小小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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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我是小小策展人”》，等等。其中，洛博研学之“我是小小策展人”系列活动从 2022 年开始，

目前以推出两期暑假活动，在活动中同学们可以认识和学习博物馆的策展工程，自己设计布展理念和展

品元素，并获得了家长的一致好评，提高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对历史的兴趣。 
洛阳古墓博物馆主要有《探秘古墓宝藏》《古墓寻龙记》等系列研学课程。其中《探秘古墓宝藏》系

列研学满足了家长和孩子共同观赏的需求，推出暑假亲子研学游活动，并提供 LOGO 徽章，研学手册和

定制讲解，让孩子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墓葬发展史以及其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研学课程有《研读夏都文化走进第一王朝》《夏都诞生记》《夏都奇谭》等等。

同时夏博在研学形式上不断探索创新，引入现在更加符合年轻人喜好的《夏都奇谭》，以沉浸式剧本杀

等特色环节开启了与众不同的研学模式，真正营造出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得到了年轻人的称赞。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研学课程有《河通古今舟楫千里》《运河迷踪》《听涛大运河》等等。《听涛

大运河》为 2023 年为国庆节假日所推出的研学项目，通过沉浸式的戏剧展开，四幕剧情贯穿运河修建始

终，能够让游客以第一视角走进那条千里通波的泱泱大河。 
综上所述，洛阳历史类博物馆在研学游项目的开发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研学资源得天独厚，具

备丰富的场馆资源和展览资源，在研学市场中也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知名度也得到了

提升，但是在研学游的营销上和国内其他历史类博物馆一样，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 

3. 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在电商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一) 研学游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在课程形式上，仍在采用传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模式，活动流程采取展厅参观、理论知识讲授、动

手体验三部曲，缺乏创新。例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研学课程《夏都诞生记》，以夏文化为主题，通

过现场参观和实地体验，让同学们亲身体验到夏都的诞生，但在课程形式上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上，

如参观、讲解和实践，未根据研学主题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创新。 
在研学旅游项目上，文化内容挖掘上创意不足，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吸引力。博物馆的挖掘内容

往往局限在历史文化类方面的文物上，导致当地同类博物馆的开发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市场竞争力。

内容同质与缺少品牌不利于文化旅游资源的充分利用,也限制了博物馆研学活动形成自身特色[4]。例如

洛阳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碧波千里——隋唐大运河船模 DIY 系列课程》和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研

学课程《河通古今 舟楫千里》《运河迷踪》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叠部分，两者都是以隋唐大运河为研学

主题，这容易造成同类竞争，对于重复参观体验的游客来说意义不大。因为研学产品的同质化，这使洛

阳历史类博物馆在电商平台的营销中，难以突出自身的品牌特色和优势，未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

玩。 
(二) 平台建设滞后 
电子商务对文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快速识别用户

兴趣和需求，根据浏览行为和购物记录进行内容和产品的推荐，扩大文创产品营销渠道[5]。目前，洛阳

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在电商营销方面尚未建立起统一、专业的电商平台，导致研学游资源分散，难以形

成规模效应，各博物馆的研学游产品和文创商品多依赖于自身的官方网站或第三方电商平台进行推广和

销售，缺乏一个集中展示和交易的平台，不利于资源整合和品牌推广。例如，洛阳博物馆的研学活动可

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研学活动信息则在其官网或相关合作平台发布，

这种分散的方式不利于消费者全面了解和比较各博物馆的研学产品，也增加了预订的难度。 
(三) 营销渠道单一 
洛阳历史类博物馆在研学游的电商营销方面，普遍缺乏专业的运营团队和推广策略，多数博物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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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研学游产品进行详细的线上介绍和包装，也没有利用电商平台的各种营销工具来提高产品的曝光度

和销量，这种单一的营销模式限制了博物馆在研学游产品推广和销售上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如洛阳古墓

博物馆虽然有自己的官方网站，但网站上关于研学游产品的介绍较为简单，没有突出产品的特色和优势，

也没有相关的用户评价和推荐等内容。 
(四) 数据分析和市场反馈机制不完善 
数据分析结果能够为企业制定精准的营销策略筑牢根基，助力企业优化营销资源配置与提升营销效

果[6]。由于缺乏统一和专业的电商平台，没有专门的平台或渠道供游客方便地提交对研学游产品的反馈

和意见，这导致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不能对游客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对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

好不能精准的把握。比如，洛阳古墓博物馆的研学游活动，游客想反馈体验感受，但在博物馆的官方网

站和相关宣传页面上找不到明确的反馈入口，这不仅影响游客的研学体验，并且也不利于博物馆研学游

在游客的反馈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4. 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的营销创新策略 

(一) 产品创新 
研学旅游要做到产品创新，其既要满足研学又要满足旅游。沉浸式研学旅游作为文旅融合的具体表

现形式，巧妙地将文化、旅游和教育有机地结合，为学生提供了全新的学习和体验平台[7]。其核心在于

通过沉浸式体验，打破传统旅游的“走马观花”模式，让参与者真正融入到研学场景中，实现“寓教于

游”。因此，打造沉浸式研学旅游项目，应在场景设计、互动感、故事线等方面进行创新，实现游客边研

学边沉浸边体验。如以江苏常州春秋淹城遗址公园打造的“一张拜帖探秘春秋”研学旅游项目为例，该

项目将园区的研学课程、静态景观、演艺互动、非遗传承、自然生态等内容衔接起来，全程采用角色扮

演游戏模式，让游客以通关打卡的游戏形式，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体验春秋文化。 
因此，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旅游要突破研学游同质化问题，应该针对自身特色进行创新，打造出

一批主题突出、特色鲜明、体验感强、育人效果明显的精品研学项目，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如 AR、VR
等，提升研学游的互动性和体验感，让游客能够更好的沉浸其中。同时也可以利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

平台上的用户评论，分析游客对沉浸式研学游的反馈，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评论中的关键词和

情感倾向，了解游客的满意度和改进建议。这样能够让博物馆研学游在电商营销中具有独特性，能够吸

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如洛阳博物馆《碧波千里——隋唐大运河船模 DIY 系列课程》除了讲解大运河

知识和动手制作隋唐大运河线路拼图，更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和 VR 体验，让游客能够直接亲身体验

大运河造就的盛世，打造沉浸式的体验。 
(二) 平台优化 
平台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的用户体验、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通过优化

内容展示、互动体验和营销推广，吸引更多游客参与，同时提高研学游的教育效果和文化传播力。首先

在平台建设上，洛阳历史类的博物馆可以联合建立统一的研学游电商平台，整合研学资源，如与知名的

电商平台合作，淘宝、京东、携程等，开设官方旗舰店或入驻旅游频道，借助平台庞大的用户流量和成

熟的营销渠道，推广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产品。除了建立统一的电商平台，还需要优化电商平台的

用户体验，在平台上除了用文字介绍研学项目，还可以增加图片、视频、3D 虚拟展示等多媒体元素，通

过高清图片展示博物馆的文物、展览场景和研学活动现场，制作宣传视频，介绍研学游的特色、流程和

收获，利用 3D 虚拟技术，让用户在线预览博物馆的展厅布局和文物细节，增强用户的直观感受。通过对

平台的优化，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提升购买转化率。 
(三) 营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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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商企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上销售模式，而是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社交电

商、直播电商等新兴业态[8]。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在营销环节，可借助电商平台的特性，通过优化

营销策略、丰富营销形式，推动研学游产品的推广。 
在宣传推广上，可以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定期发布研学游的活动

信息、优惠政策、精彩瞬间等内容，吸引用户关注和分享，与社交媒体网红、旅游达人合作，邀请他们体

验研学游并发布相关内容，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品牌知名度。还可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平台进行内容

营销，如邀请博物馆专家、研学导师进行直播，直播内容涵盖文物讲解、历史故事分享、研学活动预告

等，在直播过程中设置互动环节，如问答抽奖、弹幕留言赢优惠券等，吸引观众参与，并引导他们在直

播结束后购买研学游产品，激发观众的参与兴趣。 
除此之外，还可以开展跨界合作，与教育机构、旅游企业等联合营销推广，如联合旅游企业，设计

以洛阳历史类博物馆为核心的研学旅游线路，结合周边景区、非遗体验项目等，打造“文化+旅游”的沉

浸式研学套餐，并利用旅游企业的渠道资源，如线上旅游平台、旅行社等，推广研学游产品，在电商平

台的帮助下进行线上预订、优惠促销等，吸引更多游客。 
(四) 优化数据收集机制 
电商用户数据挖掘，从表面上看来，只能获得有关数据信息，但是实际上却可以根据获得的数据信

息了解到用户的消费习惯，这样商家根据消费者的习惯可以针对此开展用户喜欢的销售活动，增加广告

宣传力度[9]。在线上，可以整合电商平台、博物馆官网及研学游预订系统等多平台数据，收集包括游客

的基本信息、浏览行为、预订记录、消费金额等数据，全面了解游客在各个环节的行为特征。线下，可以

在博物馆研学游现场，通过扫码签到、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例如设计简单的二维码问

卷，让游客在研学游结束后扫码填写反馈意见，包括对讲解内容、活动组织、场馆设施等方面的评价和

建议。通过整合线上线下收集的数据，精准的分析游客的消费习惯、兴趣爱好，推送符合其需求和偏好

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营销效果和用户体验。 

5. 结语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电商为洛阳历史类博物馆研学游的推广提供了广阔空间与无限可能。

通过实施平台优化、创新营销以及完善数据收集机制，不仅能够打破了传统营销的地理与时间限制，还

精准触达潜在客群，让更多人领略到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值得注意的是，研学游的营销创

新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博物馆与相关从业者需紧跟电商行业发展趋势，灵活调整

营销策略，深度挖掘洛阳历史文化的独特价值。同时，在追求商业效益的过程中，始终将教育性与文化

传承放在首位，通过高质量的研学游项目，激发参与者对历史文化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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