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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方法与路径 

——基于泰州市博物馆的思考 

潘红
1
 

（泰州市博物馆 江苏 泰州 225300） 

【摘 要】：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与公众进一步联系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博物

馆数量最大的观众群体是青少年群体，加强对这一群体的调查研究，有利于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泰州市博物馆

通过加强馆校合作，策划固定的教育体验活动，打造青少年教育活动品牌，注重与博物馆各部门以及学校、社会文

化机构群策群力，在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方法和路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可为中小型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工作提

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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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是其与公众进一步联系的一个主要途径。2007 年 8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ICOMStatutes）调整

了博物馆定义，明确博物馆以“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为宗旨，将教育功能加以强调 1。2015 年，《博物馆条例》也将博物馆的

教育职能放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参观博物馆，突出强调了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要保护好、管理好、研

究和利用好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让历史说话，让文物活起来，给当代人以民族自信和历史启迪”2。如何“让历史

说话，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界一直在思考。近年来，博物馆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如动手操作、互动体验、举办讲座、现

场观摩等，使公众能更多地了解博物馆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 

一、中小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现状与困境 

当前，素质教育理念已深入人心，家长、学校和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2016年 12月，教育部

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教基一[2016]8 号），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开展研学旅行。研学旅行

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帮助中小学生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着力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为此，学校要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同时加强研学旅行基地建设。 

博物馆不仅重视展览的品质，而且也重视各类人群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教育。为此，博物馆正逐步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共建工

作，尝试在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在这方面，大型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工作已发展得相对成熟，但对于大多数中小型博物

馆而言，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面临更多困难。 

1.同质化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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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馆藏资源有限、观众量较少等一系列问题，大多数中小型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活动存在同质化现象。如多举办元宵节猜

灯谜、中秋节做月饼等活动，活动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个性化缺失，既缺乏创新和突破，也无法凸显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导

致青少年参加活动的积极性逐渐下降，甚至无法激起他们参与或体验的兴趣
4
。 

2.馆校合作内容脱离 

目前，中小型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内容联系不多，甚至相互脱离。学校教育是基础教育，博物馆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

充和延续，为学校教育服务，我们称之为“第二课堂”。然而，博物馆在“博物馆进校园”等馆校合作中多会遇到以下情况：博

物馆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学校开展博物馆教育活动，但很多情况下被学校拒绝。校方考虑到博物馆进校园可能会占用学生的学习

时间，很多家长也认为孩子没有更多的业余时间参与博物馆的教育活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校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识不

足，认为博物馆多为收藏文物、观看展览的场所，而忽视了博物馆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是博物馆在学校开展的教育活动

还有所欠缺，如讲解内容与学校教材、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结合得不够充分，所开展的活动内容比较枯燥、形式单一。 

二、泰州市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方法与途径 

对青少年观众文化需求的充分调研，是博物馆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和保障，是博物馆教育工作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必

不可少的信息获取通道。博物馆工作者首先应通过调研明确青少年观众为什么要参观博物馆以及参观博物馆的最大文化需求是

什么，不断改进现有工作理念和方法，从而实现博物馆教育活动贴近青少年、贴近群众和贴近生活。 

为了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的文化需求，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以下简称“泰博”）结合青少年教育学习特点和本馆教育资源进行

了问卷调查。总计发放调查问卷 600份，其中有效调查问卷 589份。通过调查得知，在青少年的日常文化消费中，网络消费（如

游戏、社交、动漫、娱乐节目等）占据较大比重，甚至成为青少年文化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是网络消费的最大用户群之

一，上网已成为他们学习、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和内容。青少年参观泰博多出于游玩或参加学校的统一活动等目的，多数青少年

也表示想通过参观展览增加自己的课外知识、开阔视野。这说明青少年对于博物馆的认识多停留在传统的参观与学习方面，即通

过参观展览和了解文物信息来提高综合素养。 

基于对青少年参观博物馆的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泰博在设计展览和青少年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了青少年群体

的实际文化需求，设计了一定的与展览相关的互动体验项目或活动。如在展厅增加文物认识类游戏项目，青少年既可以通过展厅

的触摸屏探索此类游戏，也可以下载后带回家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展览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又如在设计青少年教育活动

时，结合青少年学习、思考的特点和兴趣爱好点，设计了适合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体验活动，从而提高了青少年对展览的认识，

使他们在愉快的教育体验活动中增长知识。 

1.加强馆校合作 

在馆校合作大背景下，泰博分别与泰州凤凰小学、城东小学等学校签订了馆校共建协议，建立馆校共建关系，将学校课堂延

伸至博物馆。如学校利用星期五下午的活动日时间，带学生到泰博进行一个多小时的互动教育课程活动。泰博设计了“问题单”，

学生在参观博物馆前将其感兴趣的问题写到“问题单”内，博物馆根据“问题单”结合馆藏文物资料设置较为具体的、有针对

性的教育活动；泰博又设计了展览参观“学习单”，学生可以在博物馆完成“学习单”的内容，也可以将“学习单”带回家查阅

补充资料；学校还利用课堂教学时间鼓励学生分享所得。这种方式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学生在课堂书本所学的历史知识在博

物馆中得到印证，博物馆的参与体验式教育活动又弥补了学校讲解教育单一性的缺陷。这种馆校互动模式极大增强了青少年对

历史知识的认识，有助于正确历史观的形成。 

2.策划固定的教育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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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博根据地域文明特征和展览特色，策划并定期开展了固定的体验活动。 

根据常设展览“大明衣冠”设置了青少年教育活动项目——“明服工坊”系列活动。活动设在固定场所，根据展览特色与

目标，场所内布置了与展览相适宜的背景、陈设、家具等历史场景，增强了青少年的体验感和沉浸感。“明服工坊”系列活动由

“汉唐余辉”“祥纹瑞饰”“衣冠禽兽”“经天纬地”“草染芳华”等子项目构成，从明代服饰的历史发展、纹饰装饰、补子文

化、纺织和印染工艺等角度，全方位向青少年阐释明代服饰的整体风貌。青少年在活动中也可参与手工制作，以制作“明服杯

垫”为例，泰博把明代服饰的形制和纹饰印制在杯垫上，青少年观众在参观展览后，根据记忆和理解填涂颜色，这一活动产生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 

泰州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为了让市民亲身感受泰州历史、留住城市记忆，泰博根据泰州地域文

化特色，面向公众组织策划了“追寻大师的足迹”“古城遗瑰”“子城碑的诉说”等系列体验活动，并有针对性地策划青少年

教育活动。例如，“追寻大师的足迹——泰州历史名人系列社教活动”就是面向青少年策划的、旨在让青少年了解泰州本土文化

名人的系列课程；2021 年泰博社教人员组织青少年走进老城区乔园、姜堰天目山遗址等进行现场参观学习，增强了青少年对泰

州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根据馆藏文物南唐时期“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开发了“州建南唐”系列主题活动，包括对“泰州重

展筑子城记”碑的经典名句进行书法临摹，学习传统拓印方法，让青少年在了解泰州城市沿革的同时体验拓印的乐趣，还可将拓

印作品带回家。 

3.打造品牌 

泰博在开展的诸多青少年教育活动中，注重打造品牌教育活动。泰博结合泰州地区的张怀瑾、胡媛、施耐庵、王艮、柳敬亭、

郑板桥、高二适、丁文江、朱东润等名人事迹，策划了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追寻大师的足迹——泰州历史名人系列社教活动”，

陆续推出了“追寻大师的足迹——书画名家郑板桥”“追寻大师的足迹——教育家胡媛”“追寻大师的足迹——理学家王艮”

等系列活动。馆方社教人员既带领青少年走进大师故居、重温大师故事，又结合讲座等方式提升青少年的参与感，树立对家乡的

自豪感和归属感，收到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追寻大师的足迹——泰州历史名人系列社教活动”已成为泰博的品牌教育活动，被

评为 2017年度“江苏省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示范项目”。 

4.群策群力 

泰博鼓励全馆各部门群策群力，共同参与博物馆教育的设计或实践，以期提高青少年教育活动的质量。除了社会服务部等部

门，馆内其他业务部门对于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思路与方法或有所不同，可以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

例如泰博考古部工作人员结合考古学专业知识，参与策划了“小小考古家”等考古类社教活动，普及了青少年对考古学科和考

古学家的认知。 

泰博还加强与相关文化机构或个人的合作，如与《泰州晚报》小小记者站、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合作，邀请他们共同

参与青少年教育项目的开发。这种模式极大丰富了青少年教育活动的种类和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既解决了馆内社教人员人手不

足的问题，也调动了文化机构或个人参与的积极性，更大限度地利用社会文化资源。 

三、对中小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方法与路径的思考 

结合泰博青少年教育活动的实践，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方面改进和拓宽中小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方法与路径。 

1.形成相对固定的教育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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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博物馆既可以结合本馆的常设展览内容，将展览内容和教育活动相结合，策划并形成相对固定的青少年教育项目；也

可以充分利用临时展览资料开发教育活动，进一步让文物“活起来”。例如可以利用常设展览打造固定的体验活动，同样可以利

用馆藏特色文物形成固定类型的教育体验活动。 

2.打造博物馆教育品牌 

提到打造精品，很多人会想到精品展览；说起树立品牌，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企业的专用名词。其实，博物馆各方面的工作都

要有精品意识、打造自己的精品，有品牌意识、树立自己的品牌。实施精品战略和品牌战略，能够有效地带动全局的发展，这已

被许多博物馆的实践证明，博物馆的宣传教育活动领域也不例外 5。中小型博物馆可根据博物馆所在地的历史文化特征，结合馆

藏文物，深挖博物馆教育品牌，突出地域文化的宣传和品牌效应的形成，通过教育活动使博物馆成为宣传当地优秀历史文化的闪

亮名片。 

3.群策群力 

从博物馆层面而言，当前我国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多集中于社教部门。大型博物馆的社教部门除了讲解人员外，还有教育

学、心理学、考古学等专业人员共同承担公众教育工作；中小型博物馆的社教部门则多由讲解员组成，讲解员的专业较为单一、

知识结构有限，同时还要承担接待等其他工作。因此对于中小型博物馆来说，青少年教育工作人手不足的情况格外严重。中小型

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工作不能仅局限于博物馆社教部门，可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寻求不同学科专业的思想碰撞，创新理念和方

式。 

从学校层面而言，博物馆可向学校征集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创意策划。一方面，教师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能够根据自己的教育

实践和经验，结合教材特点，更了解青少年的学习特点，提出较好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青少年也可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将自

身的关注点提供给博物馆，作为馆方设计青少年教育活动的重要参考，从而为博物馆青少年活动注入新的理念和思路。 

从社会层面而言，中小型博物馆可与相关文化机构或个人进行合作，实现资源互补，达成共赢的新模式。一方面，博物馆利

用文化机构或个人所长，结合馆藏资源和专业知识，为教育活动注入活力和新意，可进一步“让文物活起来”，从而满足青少年

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文化机构利用开发博物馆文化资源的机会，可以将其创新性的理念带入博物馆教育课堂，成为提升博物

馆文化传播与公共服务的助力。 

4.充分利用网络 

传统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多为组织青少年观看展品、阅读文字说明，缺乏互动性和吸引力，而网络教育利用现代技术，把图

像、文字、声音、动画相结合，提供给青少年观众多种感观体验，并寓教于乐，形象生动直观 6。当下新媒体发展迅猛，移动学

习成为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和无线通信网络，获取所需的学习资源，

并能及时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和学习。新媒体强大的移动性则使得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和移动通讯网络实现新型的

移动博物馆成为可能 7。因此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可以适当地与网络新媒体和手机应用程序（app）结合起来，也可以根据馆藏特色

开发更多的“云课堂”，让青少年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观看和操作，推动青少年与博物馆之间更好的沟通与交流。 

此外，可以在政策层面继续强化中小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有效保障中小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活动的推进。进一步深化馆校

合作机制，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活动要研究学校教材，从教材中提炼教育活动内容，同时深挖文物信息和文物价值，做到与学校教

育内容紧密结合或互为补充。在设计活动方案的过程中，可以征求学校的意见和建议，丰富活动内容和形式，并以一种不同于学

校教育的动态方式或博物馆独有的体验互动方式呈现，从而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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