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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查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2019年2月1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时强调，体育强则

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弘扬中

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

协调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

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手段。“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为我国体育事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民健身

上升级为国家战略。《意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为根本目

标，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开拓了发展体育产

业的新思路，使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强调“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入挖掘中华体育精神，将其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加强优秀民

族体育、民间体育、民俗体育的保护、推广和创新，推进传统体育项目

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开展体育文物、档案、文献等普查、收集、整理、

保存和研究利用工作。开展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

随着2022年2月和3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社会公

众对体育的关注和热情也更加高涨，以此时间节点为契机常州市武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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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举办了“享·动——武进体育文化展”。了解观众对传统体育

文化的关注和反馈是本次调查的重要内容。

二、 展览概况

中国古代体育根植、发端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历数千载之演

进，最终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身体运动体系。由常州市武进区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体育总会主办

的原创展览“享·动——武进体育文化展”于8月2日在武进区博物

馆开展。展览至10月7日闭幕。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生活 萌芽，讲述体育的历史

最早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与劳动。通过石斧、石钺、石刀、石矛

等远古先民在采集、渔猎的劳动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工具，以及这些

工具的出现也使投掷、射箭、奔跑、跳跃等动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最经常的肢体活动，人类体育运动由此萌芽。第二单元：竞技 休闲，

讲述了从商周时期“礼、乐、书、术、射、御”六艺中与体育运动有

关的“射”和“御”、战国的“弩机”，西周的投壶，春秋战国的御

术，春秋淹城的田猎，元、辽、金的四季捺钵制的巡游渔猎活动，常

州的“阳湖拳”， 淹城遗址中出土的 “天下第一舟”，宋朝的蹴鞠

以及风筝、舞龙、舞狮等休闲体育。展现中国古代丰富的体育项目。

第三单元：拼搏 超越，展示的是武进地区的运动健儿在赛场上的辉

煌战绩。

本次展览通过“文物+体育+非遗”跨界合作，将体育发展中所蕴

含的竞技、娱乐、科学和教育价值展现给大众，希望向公众传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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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出的具有独特东方人文特点的体育精神。

三、 调查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通过使用定量研究，应用SPSS进行观众完成数据录入、数

据整理、探索分析、分析报告、建立模型、预测分析等。

1.频数分析

频数分析用于研究问卷中定类数据的分布情况，选择频数和百分比分

别是多少。

2.多选题分析

对于问卷中的多选题，主要通过“响应率”、“普及率”及“帕累托

图”进行分析，响应率用于对比各个选项的相对选择比例情况，普及

率用于某项的选择普及情况。

响应率为多选题(X)各选项的全部选择项比例情况。

普及率为有效样本下的各选项的选择比例。

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是用来检验观测数与依照某种假设或分布模型计

算得到的理论数之间一致性的一种统计假设检验，以便判断该假设或

模型是否与实际观测数相吻合。其步骤为：

1）将观测值分为 K 组 。

2）计算 n 次观测值中每组的观测频数，记为 Oi。

3）根据变量的分布规律或概率运算法则，计算每组的理论频率

为 Pi。

4）计算每组的理论频数 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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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验 Oi 与 Ti 的差异显著性，判断两者之间的不符合度。

a、零假设：H0：O-T=0；备择假设： O-T≠0

b、检验统计量：这里要求 n 充分的大，当 n≥50 时（最好

≥100），所定义的检验统计量近似服从卡方分布，

Ti=nPi 不得小于 5，若小于 5，将尾区相邻的组合并，直到合

并后的组的 Ti≥5，合并后再计算卡方值。

c、建立拒绝域

d、作出统计学结论

帕累托图（Pareto Chart）又称排列图法、主次因素分析法，是

一种条形图和折线图的组合，为品质管理上经常使用的一种图表方

法。1930 年由约瑟夫·朱兰首次应用于品管当中。按照发生的频度

排序，显示了多少结果是由每一个识别出来的原因产生。

帕累托图根据“关键的少数和次要的多数”的原理而制作，其结

构为两个纵坐标和一个横坐标，合并长条图及折线图所构成。左侧纵

坐标表示频率，右侧纵坐标则表示累计频率（以百分比表示），横坐

标表示影响质量的各种因素之名称，按影响大小顺序排列，直方形高

度表示相应的因素的影响程度（即出现频率为多少），上方之折线则

表示累计频率线(又称帕累托图曲线)。

帕累托图是“二八原则”的图形化体现，80%的问题是由20%的原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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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累计比率为0%-80%对应的选项（“至关重要项”），累计比率在

80%-100%对应的选项，其为“微不足道项”，此类项重要性较低。

3.交叉卡方分析

对问卷中不同问题的交叉分析，可通过卡方分析研究X（定类）

对于Y（定类）是否呈现出显著性。若P值小于0.05或0.01，则X与Y

之间具有相关性；大于0.05，则不具有相关性。

四、 调查数据分析

本调查采用电子问卷填写的方式，使用pad作为采样工具，共收

集样本1920份，问卷回收率100%，问卷有效率100%，以下是对样本数

据进行分析的结果：

（一）观众基本信息

1.观众性别

观众性别的分布上，调查数据显示，男性观众占比52.66%，女性

观众占比47.34%。

Q17观众性别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男 1011 52.66% 52.66%

女 909 47.34% 100.00%

合计 1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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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众年龄

观众年龄的分布上，调查数据显示，样本中18岁及以下的观众占

比23.91%，19-25岁的观众占比26.09%，26-40岁的观众占比37.50%，

41-60岁的观众占比9.38%，60岁以上的观众占比3.13%。其中26-40

岁的观众占比最大。具体数据如下如表：

Q18观众年龄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8岁及以下 459 23.91% 23.91%

19-25岁 501 26.09% 50.00%

26-40岁 720 37.50% 87.50%

41-60岁 180 9.38% 96.88%

60岁以上 60 3.13% 100.00%

合计 1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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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众受教育程度

观众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上，调查数据显示，样本中大部分观众学

历为本科/大专，比例是46.41%。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观众占比17.34%，

高中/中专的观众占比14.06%，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观众占比22.19%。

Q19教育程度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硕士及以上 333 17.34% 17.34%

本科/大专 891 46.41% 63.75%

高中/中专 270 14.06% 77.81%

初中或以下 426 22.19% 100.00%

合计 1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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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观众居住地

观众的属地分布上，47.97%的观众是武进区的居民，27.03%的观

众来自于常州（武进区以外），15.16%的观众是江苏省内游客（常州

外），7.19%的观众是江苏省外游客，2.66%的观众是国际游客。具体

数据见下表：

Q20居住地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武进区居民 621 47.97% 47.97%

常州市(武进区以外)居民 519 27.03% 75.00%

江苏省内游客 291 15.16% 90.16%

江苏省外游客 138 7.19% 97.34%

国际游客 51 2.66% 100.00%

合计 1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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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观众职业

观众的职业分布上，38.44%的观众是学生，也是占比最多的群体。

11.56%的观众是教师，11.88%的观众是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5.94%的观众是企业/公司管理人员，8.28%的观众是工人，1.56%的

观众是农民，1.25%的观众是军人，7.34%的观众是个体或自由职业者，

2.50%的观众是退休人员，还有1.25%的观众从事其他职业，具体数据

如下图表：

Q21职业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学生 738 38.44% 38.44%

教师 222 11.56% 50.00%

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228 11.88% 61.88%

企业/公司管理人员 306 15.94% 77.81%

工人 159 8.28% 86.09%

农民 30 1.56% 87.66%

军人 24 1.25% 88.91%

个体/私营经营者、自由职业 141 7.34% 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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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职业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离退休人员 48 2.50% 98.75%

其他 24 1.25% 100.00%

合计 1920 100.0%

（二）主题问卷分析

1.观众参观频率

通过频数分析，每年来馆参观 1—3 次的观众占比最多，比例为

34.06%。有21.41%的观众第一次来馆参观，22.19%的观众每年参观

4—5次，22.34%的观众每年参观5次以上。

Q1参观频率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第一次来 411 21.41%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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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参观频率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每年 1—3 次 654 34.06% 55.47%

每年 4—5 次 426 22.19% 77.66%

每年 5次以上 429 22.34% 100.00%

合计 1920 100.0%

2.观众了解展览信息的渠道

通过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进行分析，拟合优度检验呈现出显著

性(chi=389.955，p=0.000<0.05)，意味着各项的选择比例具有明显

差异性。响应率数据直观显示出，博物馆网站、微信公众号也是观众

获取展览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其次是亲友推荐，再次是网络报道、报

刊杂志、电视广播、朋友的微信微博抖音等。普及率数据显示，52.50%

的观众通过博物馆网站、微信公众号了解过展览信息，43.59%的观众

亲友推荐介绍过展览，33.75%的观众通过网络报道了解过展览信息，

32.97%的观众通过报刊杂志得知过展览信息，31.72%的观众通过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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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得知过展览信息，19.22%的观众痛殴户外广告看到过展览信息，

14.22%的观众通过旅行社得知过展览信息，还有3.59%的观众通过其

他渠道了解到展览信息。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响应率和普及率汇总表格 

项

响应

普及率（n=1920）
n 响应率

Q2|1武进博物馆网站、微信公众号 1008 20.06% 52.50%

Q2|2电视、广播 609 12.12% 31.72%

Q2|3网络报道 648 12.90% 33.75%

Q2|4报刊杂志 633 12.60% 32.97%

Q2|5亲友推荐介绍 837 16.66% 43.59%

Q2|6朋友的微信微博抖音等 579 11.52% 30.16%

Q2|7户外广告 369 7.34% 19.22%

Q2|8旅行社 273 5.43% 14.22%

Q2|9其他 69 1.37% 3.59%

汇总 5025 100% 261.72%

拟合优度检验：χ2=1169.864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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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众从出发地到馆的路程

频数分析显示，样本中34.22%的观众距离博物馆要10—20分钟

分钟的车程；25.31%的观众距离博物馆要21—30分钟的车程；23.44%

的观众距离博物馆比较近，可以步行到达；10.94%的观众距离博物馆

要31-60分钟的车程；6.09%的观众距离博物馆要一小时以上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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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Q3从家到馆的路程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近，步行到达 450 23.44% 23.44%

车程 10—20 分钟 657 34.22% 57.66%

车程 21—30 分钟 486 25.31% 82.97%

车程 31—60 分钟 210 10.94% 93.91%

车程60 分钟以上 117 6.09% 100.00%

合计 1920 100.0%

4.参观同行人

频数分析显示：样本中与孩子/父母共同参观博物馆的观众的比

重最大，比例为31.09%；其次是与亲戚/朋友共同参观，比例为24.84%；

选择自己独自参观的观众比例为23.75%，选择情侣/夫妻共同参观的

比例为10.47%，还有5.16%的观众为单位或学校组织参观；4.06%的观

众是跟随旅行社参观，还有0.63%的观众是其他方式参观。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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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表：

Q4参观同行人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自己 456 23.75% 23.75%

孩子/父母 597 31.09% 54.84%

亲戚/朋友 477 24.84% 79.69%

情侣/夫妻 201 10.47% 90.16%

旅行社安排 78 4.06% 94.22%

单位/学校组织 99 5.16% 99.37%

其他 12 0.63% 100.00%

合计 1920 100.0%

5.参观展览的时长

频数分析显示：样本中参观时长在30 分钟以上的观众相对较多，

比例为47.66%，有36.09%的观众参观时长为15—30 分钟，参观时间

在15分钟以内的观众有16.25%。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Q5 参观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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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5 分钟以内 312 16.25% 16.25%

15—30 分钟 693 36.09% 52.34%

30 分钟以上 915 47.66% 100.00%

合计 1920 100.0%

6.对展览主题的兴趣

频数分析显示：样本中大部分观众表示对展览主题非常感兴趣，

所占比重为69.38%；26.41%的观众表示对展览感兴趣的程度一般，有

4.22%的观众对展览主题不感兴趣。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Q6对本展览主题是否感兴趣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感兴趣 1332 69.38% 69.38%

一般感兴趣 507 26.41% 95.78%

不感兴趣 81 4.22% 100.00%

合计 1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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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观展览的动机

通过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进行分析，拟合优度检验呈现出显著

性(chi=584.958，p=0.000<0.05)，意味着各项的选择比例具有明显

差异性。响应率数据直观显示，“平时对体育文化比较关注”、“对

本地区的古代文化比较感兴趣”“消遣放松，文化休闲”以及“提高

自身文化修养”是观众进行展览参观的重要目的。普及率显示，有

56.56%的观众参观动机中包含“消遣放松和文化休闲”，51.41%的观

众参观动机中包含“提升自身文化修养”，51.25%的观众参观动机中

包含“对本地区的古代文化比较感兴趣”，48.44% 的观众参观动机

中包含“平时对体育文化比较关注”，33.59%的观众参观动机中包含

“带孩子培养兴趣、陶冶情操”，31.87%的观众参观动机中包含“进

行专业学习研究”，25%的观众参观动机中包含“陪同朋友”，9.06%

的观众是路过，顺道观看。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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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率和普及率汇总表格 

项

响应

普及率（n=1920）
n 响应率

Q7|1 平时对体育文化比较关注 930 15.72% 48.44%

Q7|2 对本地区的古代文化比较感兴趣 984 16.63% 51.25%

Q7|3 消遣放松，文化休闲 1086 18.36% 56.56%

Q7|4 提高自身文化修养 987 16.68% 51.41%

Q7|5 进行专业学习研究 612 10.34% 31.87%

Q7|6 带孩子培养兴趣、陶冶情操 645 10.90% 33.59%

Q7|7 陪同朋友一起来 480 8.11% 25.00%

Q7|8 路过，顺道观看 186 3.14% 9.69%

Q7|9 其他 6 0.10% 0.31%

汇总 5916 100% 308.13%

拟合优度检验：χ2=1754.875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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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观众希望通过展览取得的收获

通过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进行分析，拟合优度检验呈现出显著

性(chi=395.320，p=0.000<0.05)，意味着各项的选择比例具有明显

差异性。数据显示，观众主要希望通过展览了解“武进地区古代体育

文化”、“武进地区出土古代体育类文物”、“武进地区古代体育和

现代体育的传承”“武进区现代取得的体育成就”以及“武进地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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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类非遗文化”，此外还希望了解“武进体育故事和精神”等内容。

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响应率和普及率汇总表格 

项

响应

普及率（n=640）
n 响应率

Q8|1 武进地区古代体育文化 1200 17.83% 62.50%

Q8|2武进地区出土古代体育类文物 1197 17.79% 62.34%

Q8|3武进地区古代体育和现代体育的传承 1212 18.01% 63.13%

Q8|4 武进区现代取得的体育成就 1068 15.87% 55.63%

Q8|5武进地区体育类非遗文化 1128 16.76% 58.75%

Q8|6武进体育故事和精神 924 13.73% 48.13%

Q8|7其他 0 0.00% 0.00%

汇总 6729 100% 350.47%

拟合优度检验：χ2=1185.959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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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展览中展板文字是否有帮助

频数分析显示：74.38%的观众表示 “展板文字解读比较到位，

能够帮忙很好地了解展览内容”，15.63%的观众表示“展板文字解读

一般，只能帮我理解部分作品”，6.56%的观众表示“展板文字帮助

不大，比较适合专业人士欣赏”，3.44%的观众表示“不喜欢看展板

文字，关注重点在展品本身”。 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Q9展览中展板文字是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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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展板文字解读比较到位，能够帮忙很好地了解展览内容 1428 74.38% 74.38%

展板文字解读一般，只能帮我理解部分作品 300 15.63% 90.00%

展板文字帮助不大，比较适合专业人士欣赏 126 6.56% 96.56%

不喜欢看展板文字，关注重点在展品本身 66 3.44% 100.00%

合计 1920 100.0%

10. 展览中原始人射箭场景和围棋对弈场景是否能够满欣赏需

求

频数分析显示：81.41%的观众表示展览中原始人射箭场景和围棋

对弈场景能够满欣赏需求，丰富了展览形式，14.22%的观众表示一般，

体验感不足，也有4.06%的观众表示不能满足需求。具体数据如下图

表：

Q10展览中原始人射箭场景和围棋对弈场景是否能够满欣赏需求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能，丰富了展览形式 1563 81.41% 81.41%

一般，体验感不足 273 14.22% 95.63%

不能，这种形式设计没有必要 78 4.06% 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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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展览中原始人射箭场景和围棋对弈场景是否能够满欣赏需求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其他 6 0.31% 100.00%

合计 1920 100.0%

11.对展览的理解程度

频数分析显示：样本中有79.38%的观众表示展览内容基本都能理

解，18.28%的观众表示仅理解皮毛，也有2.34%的观众表示不理解。

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Q11 对展览的理解程度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基本都能理解 1524 79.38% 79.38%

仅理解皮毛 351 18.28% 97.66%

不理解 45 2.34% 100.00%

合计 1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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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您认为以下哪些辅助手段可以更好地帮助理解展览

通过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进行分析，拟合优度检验呈现出显著

性(chi=447.194，p=0.000<0.05)，意味着各项的选择比例具有明显

差异性。数据显示，“讲解员讲解”“提供免费租赁的讲解器”“增

设微信扫码获取讲解”“增加更多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在展厅内

增加多媒体动态展示”这五项的相应率及普及率较高，是观众认为主

要可以帮助理解的展览手段。此外，观众认为“在展厅中增设更多互

动体验类项目”“在展厅内提供展览介绍手册”也可以帮助理解展览。

以及“在官网或微信端开设与实体展览同步的虚拟展览，方便参观前

后的预览、回顾”“展览中配套更多的教育活动，方便深层次理解展

览”等。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响应率和普及率汇总表格 

项 响应 普及率

（n=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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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响应率

Q12|1讲解员讲解 111316.01% 57.97%

Q12|2提供免费租赁的讲解器 912 13.11% 47.50%

Q12|3增设微信扫码获取讲解 885 12.73% 46.09%

Q12|4增加更多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 906 13.03% 47.19%

Q12|5在展厅内增加多媒体动态展示 846 12.17% 44.06%

Q12|6 在展厅中增设更多互动体验类项目 720 10.35% 37.50%

Q12|7在展厅内提供展览介绍手册 672 9.66% 35.00%
Q12|8在官网或微信端开设与实体展览同步的虚拟展览，方便参

观前后的预览、回顾
504 7.25% 26.25%

Q12|9展览中配套更多的教育活动，方便深层次理解展览 393 5.65% 20.47%

Q12|10其他 3 0.04% 0.16%

汇总 6954 100% 362.19%

拟合优度检验：χ2=1341.58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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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众的参观收获

通过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进行分析，拟合优度检验呈现出显著

性(chi=490.107，p=0.000<0.05)，意味着各项的选择比例具有明显

差异性。响应率和普及率数据显示，观众参观后的反馈的主要收获有

“看到了精美的古代文物”“对古代体育文化有一定了解”“对武进

体育从古至今的发展、传承有一定了解”“对武进体育类非遗文化有

一定了解”，此外，观众的收获还有“对武进现代体育成就有了一定

了解”“对武进体育精神有所感受”“对一些体育项目产生了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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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以及“得到了很多体育相关的知识，便于日后研究、创作”等。

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响应率和普及率汇总表格 

项

响应

普及率（n=1920）
n 响应率

Q13|1看到了精美的古代文物 1299 16.04% 67.66%

Q13|2 对古代体育文化有一定了解 1245 15.37% 64.84%

Q13|3 对武进体育从古至今的发展、传承

有一定了解
1203 14.85% 62.66%

Q13|4 对武进体育类非遗文化有一定了解 1077 13.30% 56.09%

Q13|5 对武进现代体育成就有了一定了解 996 12.30% 51.88%

Q13|6 对武进体育精神有所感受 885 10.93% 46.09%

Q13|7 对一些体育项目产生了体验的兴趣 807 9.96% 42.03%

Q13|8 得到了很多体育相关的知识，便于

日后研究、创作
585 7.22% 30.47%

Q13|9 其他 3 0.04% 0.16%

汇总 8100 100% 421.88%

拟合优度检验：χ2=1470.320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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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观众对展览满意度

频数分析显示：大部分观众表示对展览“非常满意”，比例是

79.06%，对展览表示满意的观众有19.39%，展览的整体满意率达到

98.44%。具体数据如下图表：

Q14展览满意度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满意 1518 79.06% 79.06%

满意 372 19.38% 98.44%

不满意 30 1.56% 100.00%

合计 1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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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展览中是否对展品或场景进行拍照 

频数分析显示：47.66%的观众表示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拍了照

片，但仅作为记录，42.03%的观众表示拍照并且分享在微信朋友圈、

抖音或微博等平台，仅有10.31的观众没有拍照的行为。

Q15在展览中是否对展品或场景进行拍照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拍照了，仅作为记录 915 47.66% 47.66%

拍照了，并且分享在微信朋友圈、抖音或微博等平台 807 42.03% 89.69%

没有拍照 198 10.31% 100.00%

合计 1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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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建议意见

观众在参观之后也有观众从自身的参观需求方面提出了“增加微

信扫码讲解”“增设多媒体互动”等方面的建议。



3.3.9 观众调查

附件：

“享·动——武进体育文化展”观众调查问卷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好!为了更好地了解您的参观体验和需求，邀请您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您的意见与

建议，是提 升本馆服务水平的重要依据。我们承诺对您填写的问卷内容保密，请放心填写。祝您参观愉快!

1、您平均每年参观博物馆的次数 【单选题】

○ 第一次来

○ 每年 1—3 次

○ 每年 4—5 次

○ 每年 5次以上

2、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本次展览信息的 (可多选) 【多选题】

□ 武进博物馆网站、微信公众号

□ 电视、广播

□ 网络报道

□ 报刊杂志

□ 亲友推荐介绍

□ 朋友的微信微博抖音等

□ 户外广告

□ 旅行社

□ 其他

3、您从住处过来，路上用了多少分钟 【单选题】

○ 非常近，步行到达

○ 车程 10—20 分钟

○ 车程 21—30 分钟

○ 车程 31—60 分钟

○ 60 分钟以上

4、您是和谁一起来博物馆的 【单选题】

○ 独自

○ 孩子/父母

○ 亲戚/朋友

○ 情侣/夫妻

○ 旅行社安排

○ 单位/学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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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5、您参观本次展览大约用了多长时间 【单选题】

○ 15 分钟以内

○ 15—30 分钟

○ 30 分钟以上

6、您对本次展览“体育”主题感兴趣么 【单选题】

○ 非常感兴趣

○ 一般感兴趣

○ 不感兴趣

7、您来看“享·动——武进体育文化展”的原因有哪些 (可多选) 【多选题】

□ 平时对体育文化比较关注

□ 对本地区的古代文化比较感兴趣

□ 消遣放松，文化休闲

□ 提高自身文化修养

□ 进行专业学习研究

□ 带孩子来培养兴趣、陶冶情操

□ 陪同朋友一起来

□ 路过，顺道观看

□ 其他

8、您希望通过本次展览了解到什么 (可多选) 【多选题】

□ 武进地区古代体育文化

□ 武进地区出土古代体育类文物

□ 武进地区古代体育和现代体育的传承

□ 武进区现代取得的体育成就

□ 武进地区体育类非遗文化

□ 武进体育故事和精神

□ 其他

9、您觉得展览中展板文字是否有帮助 【单选题】

○ 展板文字解读比较到位，能够帮忙很好地了解展览内容

○ 展板文字解读一般，只能帮我理解部分作品

○ 展板文字帮助不大，比较适合专业人士欣赏

○ 不喜欢看展板文字，关注重点在展品本身

10、您觉得展览中原始人射箭场景和围棋对弈场景是否能够满足您的欣赏需求 【单选题】

○ 能，丰富了展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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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体验感不足

○ 不能，这种形式设计没有必要

○ 其他

11、您对展览的理解程度 【单选题】

○ 基本都能理解

○ 仅理解皮毛

○ 不理解

12、您认为以下哪些辅助手段可以更好地帮助理解展览 (可多选) 【多选题】

□ 讲解员讲解

□ 提供免费租赁的讲解器

□ 增设微信扫码获取讲解

□ 增加更多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

□ 在展厅内增加多媒体动态展示

□ 在展厅中增设更多互动体验类项目

□ 在展厅内提供展览介绍手册

□ 在官网或微信端开设与实体展览同步的虚拟展览，方便参观前后的预览、回顾

□ 展览中配套更多的教育活动，方便深层次理解展览

□ 其他

13、看过展览后有何收获 (可多选) 【多选题】

□ 看到了精美的古代文物

□ 对古代体育文化有一定了解

□ 对武进体育从古至今的发展、传承有一定了解

□ 对武进体育类非遗文化有一定了解

□ 对武进现代体育成就有了一定了解

□ 对武进体育精神有所感受

□ 对一些体育项目产生了体验的兴趣

□ 得到了很多体育相关的知识，便于日后研究、创作

□ 其他

14、您对展览的整体满意度 【单选题】

○ 非常满意

○ 满意

○ 不满意

15、您在展览中是否对展品或场景进行拍照 【单选题】

○ 拍照了

○ 拍照了，并且分享在微信朋友圈、抖音或微博等平台

○ 没有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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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您对“享·动——武进体育文化展”是否还有其他的意见与建议 【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您的性别 【单选题】

○ 男

○ 女

18、您的年龄 【单选题】

○ 18岁及以下

○ 19-25岁

○ 26-40岁

○ 41-60岁

○ 60岁以上

19、您的受教育程度 【单选题】

○ 硕士及以上

○ 本科/大专

○ 高中/中专

○ 初中或以下

20、您的现居住地是 【单选题】

○ 武进区居民

○ 常州市(武进区以外)居民

○ 江苏省内游客

○ 江苏省外游客

○ 国际游客

21、您的职业 【单选题】

○ 学生

○ 教师

○ 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企业/公司管理人员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个体/私营经营者、自由职业

○ 离退休人员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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