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教育可能性的思考

要把博物馆资源转化成教育资源，

让孩子能从中受益并主动地开展学习，

需要多种因素的集聚协同完成。

首先博物馆资源的转化与学校教

育密切的关系。无论博物馆是否在学

校周边，用好所在城市的博物馆资源都

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从分项任务

的角度来说，似乎德育活动、美术学科

的教育更需要用好这些博物馆。学校

和老师将博物馆资源列入校本课程资

源目录，是博物馆资源转化和学习的关

键因素。

其次，博物馆资源的“被利用”与家

庭教育有关。家长们是否有“经常带孩

子去博物馆”的认识和行动，是博物馆

资源转化另一种重要因素。这种是个

体为主要行动单位开展的博物馆学习

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

博物馆资源的学习。

博物馆资源到课堂资源的转换

把博物馆资源课程化，是将博物馆

资源引入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重要

前置条件，也是将博物馆资源到学校教

育资源和课堂教学资源转化的基本条

件。在实践课程资源化的过程中，重点

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博物馆性质和特点出发转

化课程资源。大多数博物馆都有特定

的属性，也有其清晰的定位，学校在进

行博物馆资源的运用和转化时，要特别

注意这些博物馆的内在价值，即博物馆

中的综合及专项价值。学校和老师首

先要充分地读懂这些博物馆的定位和

展品展览内容，在此基础上去开展课程

资源的转化，这样就能充分用好这些博

物馆的资源，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作用，

还能使学校课程资源不断地走向深入。

以浙江博物馆为例，“昆山片玉

——中国古代陶瓷陈列”“黄宾虹艺术

馆”，这两个馆是长常年展览的基本陈

列，是能反映浙江历史和艺术家特色的

两个重要场馆，学校从这两个场馆的历

史性、专业性出发，能设计出诸如“我的

家乡在浙江”“喜欢黄宾虹的理由”等一

系列的教育课程。

其次，根据学校学段和学生年龄特

点设计课程。学校根据自己办学的学段

特点和年龄特点来设计博物馆课程，是

学校善用博物馆资源，将博物馆资源课

程化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和具体表现。

第三，结合学校活动和学科教学需

要实践课程。在学校活动中融入博物

馆资源，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需求。

同时，像美术这样的艺术类学科如果能

较多地引用当地博物馆资源，让学生更

多地了解家乡，了解历史，感知艺术作

品，将会对人的成长和全面发展起到重

要的作用。

在设计学校的博物馆课程时，并不

是把学生带到博物馆或拉进场馆就可

以了。而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先考

察博物馆，做好活动计划，还要给学生

布置必要的前置学习任务，并通过为学

生搭建一些学习支架（例如发放学习

单，设置小组学习任务，设定学习比赛

的项目等）或鼓励学生在进入博物馆前

开展自主学习和资料的收集。

第四，立足鼓励参与和人人得优为

主评价课程。根据需要尽力让学生多去

博物馆，让进入博物馆的每一个孩子都

有真正的学习，鼓励更多的学生通过各

种方式去展示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收获，

这是开展博物馆课程设计时的评价基

础，也是开展博物馆学习的重要前提。

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通过博物

馆开展的学习并非单一进行的，而是需

要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的比较综合性的

学习。这是一个系统的学习过程，虽然

程度可能不同，但通过学习，学生对于

韩美林的艺术创作风格和作品形式会

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老师和家长要注意学生的年龄，更

要注意学生学习的兴趣，有意识地引导

孩子开展博物馆课程的学习。

博物馆学习项目化的推进

所谓从博物馆资源到学习资源的

再生，是指作为学习者的学生，能够用

好博物馆资源“举一反三”地开展学习，

从而将博物馆的课程学习进一步项

目化。

一方面，博物馆资源课程化的学

习，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展

以实地学习为主的课程化学习，将博物

馆学习的课程“项目化”，同时，还可以

用好网络及远程资源充分开展非本地

博物馆资源的学习。

能走进博物馆开展实地的学习，可

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身临其境地体会

到其中的场馆氛围，以及真实展品的吸

引力，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展学习，过程

和结果都值得肯定。在一些没有条件

的学校和地区，网络化的远程博物馆课

程学习可以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另外，现在大多数博物馆都开设有

“网上展厅”“数字博物馆”等，这些还为

孩子们的居家个体化学习和在校集体

学习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另一方面，

博物馆资源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反复学

习，且每一次的学习都会有新的收获。

鼓励博物馆课程的项目化学习，是

为了将博物馆课程更小型化，“切片式”

的项目化学习，能使庞杂的博物馆课程

体系更具体化，对学生更贴切，这种“贴

身”的项目化主题活动，能使学习更精

准，更有效。

博物馆课程生活化思考

我一直坚持，博物馆资源是可以在

生活中得以体现的。这就需要让博物

馆的资源关联学生的生活与学习，让博

物馆资源回到生活中，这需要精心的设

计与打造，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里的内容都可

以在生活中找到出处，无论是历史的或

是艺术的，是器物还是作品，哪怕是一

些拥有现代科技的城市展览馆，也都将

充满生活的味道——无非是这些生活

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或是将来的。

联系历史，联系时代背景，联系学生当

下的生活环境与时代特点，都将是学习

博物馆课程的重要支点，所以，让博物

馆课程回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帮助学

生在博物馆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联系，

使大家不再认为“博物馆离我们很远”，

这也是博物馆课程得以长久存在于学

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举措。

越来越多的各级各类博物馆，大大

丰富了民众的社会生活，也为当下的教

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对于博物馆资

源的充分、巧妙利用，使之成为学校教

育和学生成长的重要帮手，发挥地方资

源的作用，充分实现我们的教育目标。

这些工作，我们责无旁贷。

（作者为浙江省美术特级教师，正

高级教师，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

创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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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博物馆从“精英式”的存在，到走入公众的

视野，不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教育的必然过程。博

物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集历史、人文、艺术等多种价

值于一体，特别是历史文化价值。可见，博物馆还应该是

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从广义角度理解，博物馆资源应该

更有效地进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从狭义的角度理解，

博物馆也应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并逐步纳入学

校课程的选学范围，是当下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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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歆珣美术馆盒子计划“天鹅绒计划——不确切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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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展馆体验的多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