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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博物馆陈列设计》课程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杨  琳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文物陈列设计的质量决定了博物馆开展的质量，现阶段，我国很

多高校开设《博物馆陈列设计》课程，然而课程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

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课程教学中的问题，并对

如何解决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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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陈列出现于 19 世纪中期，将文物、标本和辅助陈列
品进行科学合理的组合，从而展示社会、自然历史以及科学技术
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或某一学科的知识，共人民群
众观览的具有艺术性和历史性的综合体。陈列展览是博物馆为广
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能够表现博物馆的藏品，
体现出科学研究、历史研究以及博物馆管理的水平，能够对博物
馆的质量进行评价。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展品进行陈列设计的产
物，因此，陈列设计工作的质量决定了博物馆陈列的质量，现阶
段，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为陈列展览输送陈列设计的专业人才，
我国开设此专业的院校已经有 40 多个。由于此专业开设的时间
较短，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很多高校出现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
教学按照考古学以及文物学进行培养。现以《博物馆陈列设计》
课程教学为例，分析课程教学中的问题，并找出解决对策。 

一、课程教学中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完善 
《博物馆陈列设计》课程是一门具有多学科的系统性课程，

其中有 42 个博物馆陈列设计项目，汇集了全球各国设计师的优
秀作品，全面、详细的介绍了博物馆室内陈列设计的各个要点，
包括空间划分、内部结构、使用材料以及装饰元素等等。然而在
设置课程教学时，教学内容并不完善，只是介绍博物馆陈列设计
的概念、博物馆陈列设计发展简史、现代博物馆陈列的基本类型
以及现代博物馆展示设计的特点等内容，却忽视了这个学科与其
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导致教学效果不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 
现阶段，很多院校的《博物馆陈列设计》课程教学方式较为

单一，只采用课堂理论教学，或者使用图片文字的课件进行教学，
教学较为枯燥，学生的积极性不高，使得教学质量低下。 

（三）缺少策展实践机会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主要涵盖了文物学和博物馆学，并与考

古学关系极为密切，是一门内容较复杂、内涵较丰富的人文学科。
从某种程度上讲，文物与博物馆学是属于文化遗产学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跨学科，面很广，有
很多东西可以学，尽管一些学校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但也只
是参观考古工地和博物馆等，只是听博物馆中专业讲解员讲解，
很难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另外，学生即便学习了《博物馆陈列
设计》相关课程，但是在实习中也无法应用，一般实习接收单位
只让实习生从事引导和讲解工作，很少涉及展品陈列工作，一般
博物馆陈列设计都是由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而且博物
馆举办新展的时间未必在学生的实习阶段，即便举办新展，时间
段、任务紧，未必会让实习生进行策展，因此学生缺乏策展实践
的机会。 

二、课程教学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完善课程设置 
《博物馆陈列设计》课程是一种设计类、多领域的综合性学

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各种方面对博物馆陈列设计进行
介绍，比如，根据建工学院的建筑学，可以介绍博物馆建筑方面
的知识：博物馆建筑是供收集、保管、研究和陈列、展览有关自
然、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方面的实物或标本之用的公
共建筑。根据信息学院中的信息技术，介绍现阶段博物馆中的高
新科技，比如交互设计、虚拟体验等，能够将博物馆的展品虚拟
的展现出来，让观众进入虚拟体验中，感受人文历史以及文物的
发展，还可以在教学中让学生亲身体验，从而加深对陈列设计的

理解。根据机械学员的机械工程学，可以介绍博物馆模型 3D 打
印方面的知识，可以让学生将自己设计的博物馆陈列方案通过
3D 打印技术展现出来，增加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以此能够将
传统的课程设计转变为多学科融合的课程，为学生带来新的体
验，让学生在综合性体验中感悟博物馆陈列设计的内涵，从而能
够自己设计出博物馆陈列方案，提高课程教学的效率。 

（二）创新教学方式 
传统课程教学的方式较为单一，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因此，教师就可以创新教学方式，在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案
例教学法可以通过模拟或重现场景的方式，让学生进入案例现
场，通过讨论和研究，对一些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和归纳，进而
从其中得出结论或理论，以此可以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进行思考
和实践，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比如，教师在讲解《博物馆陈列设
计》课程中陈列厅造型设计时，强调陈列的审美功能以及实用功
能，在讲解陈列手法时，教师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法，将一些实例
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深入到实例中进行研究和探讨，能够有效提
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对造型设计的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
让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灵活有趣，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提高课
程教学的效果。 

（三）增加策展实践机会 
博物馆实习不能保证学生有策展实践机会，以此学校就需要

为学生增加策展实践机会，可以自己搭建实践平台。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博物馆也随之产生，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将文物以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在网上博物馆中，这种网上博物馆不
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
因此，在《博物馆陈列设计》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
在网上博物馆中进行陈列设计，利用网页制作、数据库录入、多
媒体制作等网络技术，对文物的陈列方案进行设计，以此锻炼学
生的设计能力，为学生正价策展实践机会，提高课程教学的质量。 

总结： 
总而言之，《博物馆陈列设计》课程自开设以来，课程教学

中课程设置不完善、教学方式单一、缺少策展实践机会等问题一
直是影响教学效果和质量的原因，因此，教师就需要完善课程设
置，将传统的课程设置转变为多学科融合的课程；创新教学方式，
在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增加策展实践机会，让学生通过网络
技术进行方案设计，从而为文物陈列展览培养具有专业设计能力
的文物与博物馆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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