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 物 馆 是 历 史 的
见 证 者 ，博 物 馆 陈 列
的 文 物 是 前 人 留 给 我
们的文化遗产。“让收
藏 在 博 物 馆 里 的 文
物 、陈 列 在 广 阔 大 地
上 的 遗 产 、书 写 在 古
籍 里 的 文 字 都 活 起
来 。”重 视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传 承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就 能 让 收
藏 在 博 物 馆 里 的 文
物“ 活 起 来 ”。 让 孩
子 们 爱 上 博 物 馆 ，还
有 利 于 增 加 青 少 年 的
见 识 ，用 传 统 优 秀 文
化 培 养 青 少 年 的 综 合
素质。

其 实 ，一 直 以 来 ，
不 少 地 方 、学 校 就 将
博 物 馆 作 为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重 视 博 物
馆 的 教 育 功 能 。 但 在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中
往 往 存 在 不 系 统 、不
深 入 、不 充 分 的 问
题 ，这 也 就 影 响 了 博
物 馆 在 青 少 年 教 育 中
的 作 用 。

此次，教育部与国
家 文 物 局 提 出 各 地 教
育 部 门 和 中 小 学 要 将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纳
入课后服务内容，指出
要 拓 展 博 物 馆 教 育 方
式途径，创新博物馆学
习方式，这就有利于深
入推进博物馆教育，让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不
再可有可无，而能促进
其系统化 、标准化，让
其真正走进校园，融入
学生学习中。

“ 博 物 馆 是 保 护
和 传 承 人 类 文 明 的 重
要 殿 堂 ，是 连 接 过
去 、现 在 、未 来 的 桥
梁 ”。 一 座 博 物 馆 就
是 一 所“ 大 学 校 ”，充
分 利 用 博 物 馆 资 源 开
展 中 小 学 教 育 教 学 ，
这 既 有 利 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也 有 利
于 培 养 中 小 学 生 的 道
德 情 操 与 综 合 素 质 ，
有 利 于 博 物 馆 事 业 和
教 育 事 业 的 健 康 发
展 ，可 谓 一 举 多 得 。
重 视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有 利 于“ 双 向 促
进 ”：既 让 朝 气 蓬 勃
的 青 少 年“ 盘 活 ”博
物 馆 陈 列 的 文 物 ，传
承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又 能 让 博 物 馆 带 领
广 大 青 少 年 走 进 一 个 广 阔 的 世 界 ，为
他 们 提 供 充 分 的 养 分 ，助 力 他 们 成
长 。 重 视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促 进

“ 博 物 馆 进 校 园 ”，既 有 助 于 补 上 学 校
教 育 的“ 文 化 短 板 ”，还 有 助 于 补 上 广
大 青 少 年 的“ 素 质 短 板 ”。

值 得 强 调 的 是 ，要 能 更 好 地 利 用
与 盘 活 博 物 馆 资 源 ，但 也 要 防 止 将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变 成 另 一 种“ 应 试 教
育 ”，从 而 造 成 给 学 生“ 增 负 ”。 对 此 ，
就 不 宜 将 博 物 馆 教 育 变 成 需 要 中 小 学
生“ 死 记 硬 背 ”的 知 识 ，在 实 施 博 物 馆
教 育 时 ，要 多 一 些 生 动 活 泼 的 教 育 方
式 ，要 能 培 养 青 少 年 对 博 物 馆 与 传 统
文 化 的 兴 趣 。 只 有 这 样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才 不 仅 能 够 走 进 校 园 ，还 能 更
好地融入校园。

让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更
好
地
融
入
校
园

教 育 部 、国 家 文 物 局 联 合 颁 发 了
《关 于 利 用 博 物 馆 资 源 开 展 中 小 学 教
育教学的意见》。《意见》中指出，各地
博 物 馆 要 坚 持“ 展 教 并 重 ”，要 把 利 用
博物馆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摆在
工 作 重 要 位 置 ，要 对 各 类 博 物 馆 教 育
活 动 的 内 容 和 形 式 进 行 严 格 把 关 ，坚
持 正 确 价 值 导 向 ，确 保 活 动 教 育 性 和
公 益 性 。 那 么 ，中 小 学 生 需 要 怎 样 的
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教育怎样才能让
孩子们喜欢呢？

博物馆如何成为中小学生的第二大课堂博物馆如何成为中小学生的第二大课堂②②

博物馆是文化的窗口和艺术的
殿堂，展示着人类源远流长的发展轨
迹，陈列着众多博大精深的文化积
淀，同时也承载着社会教育的重要使
命。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让收藏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我认为，做到 3个“活”，才能让孩
子们在博物馆里受到教育，使博物馆
成为孩子们的第二大课堂。

活跃：主动开发课程

作为博物馆，要主动活跃起来，
结合中小学生认知规律，充分挖掘博
物馆资源，研究开发自然类、历史类、
科技类等系列活动课程，丰富学生知
识，拓宽学生视野。

增强课程的适切性。宜兴市博
物馆正在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思考和
实践：面向小学低年级，开发《神奇
动物在哪里》课程，结合文物，探寻
《山海经》里的珍禽异兽，极大地激
发了孩子们的兴趣；针对小学高年
级，开发《书的前世今生》课程，从竹
简到缣帛到卷轴，再到各种装帧形
式的线装书，让孩子们流连忘返、欲
罢不能；针对中学生，开发《侠文化
的思考》课程，从学生感兴趣的武侠
电视剧谈起，走进历史，走进真正的

“侠义”世界。
增强课程的丰富性。在浩如烟

海的博物馆资源中，选择一个角度，

把握一个落点，就可以成就一门生
动有趣的课程：就“东井灭火”井栏
陶器，可以开发《人火之战》课程，讲
述古代的消防故事，增强学生的安
全意识；就甲骨上的卜辞，可以开发
《字林漫话》课程，让学生了解汉字
的演变历史，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就铜镜的流行、鼎盛、繁荣、衰
落，可以开发《美的追求》课程，展现
在精神需要推动下的科技发展，引
发学生对生活的新思考。

课程结束后，再带领学生去展厅，
给学生进行更宏观的讲解，建立学生
的整体思维框架，让学生品尝到更丰
富的优秀文化。

活泼：积极创新方式

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学习，基本
上就是参观和听讲解。固然，丰富博
物馆的馆藏内容，组建多元化的讲解
员队伍，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然而，如何创新方式，让学生在
博物馆的“大课堂”中更生动活泼地
学习，更值得思考和实践。

增强学习的故事性。故事是儿
童认识世界的门户，对儿童有着无穷
的吸引力，喜欢故事是小学生的普遍
心理特征。其实，不仅是小学生，大
人也喜欢听故事。故事对人发生影
响的机制是“共振”，它能够拨动心
弦，让我们和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心灵
共振，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实现教育引

导。在《书的前世今生》课程中，可以
讲述“学富五车”的故事，让学生直观
感知竹简的笨重；在《侠文化的思考》
课程中，展示荆轲的故事，可以让学
生更清晰地理解时代背景下的“侠”
的含义。视频、音频、图片，甚至文
物，一起走进故事，让课程避免单调，
让课程更加有趣。

增强学习的游戏性。喜欢游戏
是孩子的天性，儿童是从游戏开始学
习的。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最
好的学习动力莫过于学生对所学知
识有内在兴趣，而最能激发学生这种
内在兴趣的莫过于游戏。”博物馆课
程如果能够寓教于乐，一定会增加课
程的吸引力。在《人火之战》课程中，
可以充分采用“连线”“抢答”“接龙”

“猜谜”等多种形式来开展。在《书的
前世今生》课程中，可以把“线装书的
制作比赛”引入课堂，学生动手体验，
激情投入，互动热烈，零距离和文物
接触，受益匪浅。

活动课程的魅力正在于“活动”，
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们活动起来，激发
他们的参与热情，引导他们兴趣盎然
地投入到活泼泼的课程中来。

活络：促进馆校联盟

博物馆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有时
尚动感的文化推介，学校有求知欲旺
盛的孩子，有等待开发的神奇大脑和
潜能。两者活络联系，有效对接，促

进联盟，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得到更完
善的体现，孩子们则打开了教育的另
一扇窗。

增强合作的多样性。馆校联盟
合作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学校可以
组织学生定期走进博物馆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博物馆的讲解员可以带着文
物定期走进学校开展课程学习；学校
可以聘请博物馆专家担任学校的“校
外辅导员”；博物馆可以面向学校招
聘“小小讲解员”“小小志愿者”；学校
可以开展“博物馆奇妙日”主题活动；
博物馆可以在学校不定期地举办小型
展览……在多样化的合作中，热情地
请进来，大胆地走出去。

增强合作的互动性。学校和博
物馆之间增强互动，可以合作组织一
些主题教育活动，共同构建常态化的
教育教学活动机制。教师和博物馆
工作人员之间增强互动，教师可以获
取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储备，博
物馆工作人员可以更加了解孩子的
需要，学习给孩子上课的技艺，提升
和孩子相处的艺术。孩子和文物之
间增强互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了
起来，孩子则从生疏到走近，再到了
解熟悉，最后如数家珍，这个过程就
是收获和成长。

“活起来”的文物，“活起来”的博
物馆，在有声有色的教育活动中，一
定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感知历史、
学习知识，启迪未来。

“活”起来，打开教育的另一扇窗
■宜兴市实验小学 潘淼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
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
场所，对馆藏物品分类管理，为公众
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
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
这其中和我们中小学生息息相关的
应该就是博物馆所附带的文化教育
功能。那么，博物馆该怎样对学生进
行教育呢？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工作。

丰富博物馆的实物展示教育活
动。传统的博物馆一般都是按照朝
代顺序或者器物类型进行展览的，
这种展示类型并未有效地针对中小

学生的实际情况。一件件冰冷的文
物和中小学生都是脱节的，这就导
致学生没有兴趣去参观博物馆。博
物馆可以定期举办与学校教育教学
内容步调相一致的展览活动，让学
生带着疑问、兴趣去参观、了解文
物。通过了解一件件展品背后的知
识，以物件延伸到故事再到时代，由
点到面，让学生通过眼前所见之物，
巩固他们所学的内容。博物馆还可
以围绕一定的主题推出实物展览活
动，例如“本地风土展”“字帖碑帖
展”“生活器皿展”等，为学生提供一
场文物主题盛宴。

将传统的解说与现代化的电子
设备相结合。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
的经历，兴致勃勃地参观博物馆，也
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展物，可是
苦于无人讲解或者不在讲解的时间
段，进而遗憾不已。传统的文物解
说一般都是定讲解人、定时间段的，
不可能随叫随到，这已明显不符合
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博物馆可以将
文物的有关知识介绍事先录入电子
存储和播放设备，通过蓝牙耳机、电
子平板等租赁方式，让中小学生能
随时随地有选择地了解自己感兴趣
的内容，甚至可以让电子设备为其

进行多次讲解，加强学生对所需知
识的掌握。从长期角度上看，现代
化设备的使用，既节约了成本，更方
便了观光者。

增设线上博物馆。现在，各行各
业为了方便大家的生活，都增设了线
上产品。中小学生不可能天天去博物
馆，而且受疫情影响，不少博物馆都处
于关闭状态，因此，增设线上博物馆势
在必行。博物馆可以采用“云看展”

“云直播”等在线形式，围绕“好展、好
课、好文物”3个重点方向，通过网络，
将展览、讲座等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
产品呈现给中小学生。

贴近学生生活 感知文物魅力
■扬州市江都区国际学校 徐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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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博物馆变成孩子们的第二课
堂，充分体现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组织
开展多样化的教育活动是博物馆建设
的重中之重，也是今后博物馆建设的
方向。

组织优质展览活动，有效建设第
二课堂。博物馆作为青少年教育的
第二课堂，为了获得更强的教育吸引
力，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主动走进博
物馆，并在这一空间里获得愉悦的享
受，就需要先在陈列展览上进行优

化，切实提升博物馆整体的展览策划
能力，为第二课堂教育价值的发挥奠
定基础。

开展品牌教育活动，提高社会教
育水平。博物馆要真正发挥第二课
堂作用，落实青少年教育，除了要重
视展览这一途径，还需要拓展社会教
育功能，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元的社
会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品牌教育活动，
进一步扩大博物馆在教育中的综合
功能，使其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具

体来说，博物馆可以组织以下类别的
活动：一是组织小小讲解员培训活
动，培养青少年社会服务意识以及责
任意识，让青少年能够接触讲解工
作，接受一定的专门培训，然后独立
完成针对某个展览的讲解，让他们
能够进一步增强信心，体验到社会
服务的意义。二是博物馆走进校园
组织历史小课堂活动，通过博物馆
和学校的深度合作，给青少年提供
了解文物有关历史知识的机会，运

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青少年获
得尽可能丰富的知识，使他们能够
主动进入博物馆享受学习的乐趣。
三是通过博物馆和学校合作的方
式，打造教育基地，进一步密切博物
馆和学校在教育方面的关系，给青
少年提供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教育、
文化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实践
基地，体现出学校与博物馆在教育中
各自的优势，在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中发挥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的作用。

开展多样化的教育活动
■刘念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