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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浅析博物馆教育活动实施策略
韩莹莹　贾晓阳

（吉林省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教育不仅是博物馆对社会的责任，也是首要任务，教

育活动是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如何为观众呈现具有

广度和深度的教育活动，甚至通过一系列延伸和拓展服务，强化

博物馆的自身造血功能，事关各馆建设和运营成效，更关系到我

国的科技强国建设。本文聚焦博物馆教育活动，剖析教育理念，

将教育活动分为参观前、中、后三阶段，总结出教育活动实施策

略的经验框架，旨在更新科技博物馆教育理念，为各馆的教育实

践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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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底，我国登记备案的博物馆达 5354 家，比上年

增加 218 家，免费开放博物馆数量为 4743 家，占博物馆总数的

88.6%。如何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为观众呈现具备广度和深度

的教育活动，甚至通过一系列延伸和拓展服务，强化博物馆的自

身造血功能，是各馆面临的当务之急和严峻挑战。本文根据教育

活动举办的一般规律，以“观众的实地参观”为界限，从“物理”

特征上将教育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参观前、参观时和参观后，构

建了一个通用的经验框架，旨在为不同性质、门类和属地的博物

馆在策划和实施活动时提供思路。

一、参观前阶段 

观众参观前阶段的教育活动如同“先头部队”，扮演了不或

缺的先锋角色，并且其内涵和外延也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这

是我国博物馆界驱待正视、重视及解决的问题。一份完善的教育

战略规划，是各馆规划与实施教育项目的良好开端。它基于博物

馆的教育愿景，构建明确的教育工作重点，并制定务实的目标和

达成目标的战略。除此之外，开展观众研究、（为学校）提供教

学素材、开展教师培训活动，都是活动顺利、有效开展的前提和

基础。

二、参观阶段

本阶段和观众参观前阶段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目标观众、

潜在观众或虚拟观众成为实际观众，前来博物馆实地体验。博物

馆应努力为前来的每位观众提供优质服务，包括学习和生活上。

其中最重要的是聚焦“学习体验”。据《美国快报》统计，72%

的美国成人倾向于为“体验”买单，而非具体的某物。馆方应通

过一系列围绕展览的延伸和拓展教育活动，以及通用设计的应用

和针对特别观众的特别服务，提升观众的“过程式学习”“互动

体验”和“愉快教育”，扩大观众源、吸引目标观众前来。

（一）开展展览教育活动

展览教育活动是本阶段的“重头戏”，参观展览亦是博物馆

最典型的教育活动。人工和机器并行的导览解说，加上智能手机

等智能移动应用设备的启用，为观众的展厅游览带来了“深入挖

掘展品背后的故事”的机会。而一系列互动展项（包括机械和多

媒体展项）、影剧院、教育、学习中心、活动中心、工作坊、探

索室、实验室、教室的应用，以及示范演示、节目表演的开展，

为实际观众带来了高度互动与沉浸式体验。另外，一系列围绕展

览的延伸活动，例如，讲座、研讨会、学术沙龙、纪念活动、庆典、

竞赛、评选、年度专题活动、学生课后项目、夜场活动等，亦成

为博物馆扩大观众源、吸引观众前来并反复前来的有利理由。

（二）开展与藏品、研究相关的教育活动

今天的博物馆观众，特别是一些专业观众或对博物馆藏品和

研究有进一步需求的观众，已不满足于单纯的展览参观。因此，

博物馆有责任围绕和配合藏品及研究，开展一系列延伸和拓展型

教育服务，并提供相关的学术设施设备和资源，例如，（部分地）

开放库房、开放图书馆、设立研究中心、独立研究室、教师资料

中心等，为博物馆争取更多的拥延型观众提供可能。

（三）开展公共服务

对大部分观众而言，参观博物馆并不是件轻松事儿，尤其是

在一些大型馆，良好的公共服务，例如问询、接待、购物、餐饮、

休息、导引等，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不仅能够

让观众感觉安全、温暖和舒适，留下对博物馆的美好印象，重要

的是，它们还能有效延伸展览空间，并辅助教育活动的开展。

三、参观后阶段

按照国际上博物馆事业发达国家的理念和做法，观众离开博

物馆后，并不等于教育活动的终结，确切地说，只是馆内活动的

暂告一段落。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意味着又一阶段的教育项目的

开始。而参观后阶段其教育活动的成效将影响到观众新一轮的博

物馆之行。此阶段比较有效的做法有：利用互联网发展网络联动、

构建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评论，分享心得，这些都可以作为评估

教育活动的重要依据；此外还有提供志愿者和实习机会、建立馆

校合作机制。例如，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自 2018 年开始启动

“科普大篷车”活动，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展示和讲解流动展

品展项。还有些博物馆考虑到某些学校不可能经常安排学生赴馆

参观，设立了“盒子里的博物馆”项目，提供一种外借教育的服务，

它是馆外延伸活动的一种，这一理念已践行多年。

四、结语

反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博物馆教育，我们不禁感叹：中国博物

馆教育虽然近年来不断发展，但与西方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理念上的变革和创新是一切行动之源！博物馆要想真正提升教育

活动质量，以及观众的学习成效，首先得从观念的改变开始。新

时代背景下，科技博物馆要为观众呈现具备广度和深度的教育活

动，甚至通过一系列延伸和拓展服务，强化博物馆的自身造血功能，

维持博物馆旺盛的生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

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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