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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以儿童视角看博物馆青少年读物 
◆雷  霞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四川省成都市  610072） 

 
摘要：0 至 18 岁的少年儿童是博物馆主要观众群体之一。随着国家出台

文件和家长层面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走进博物馆。少年儿童通

过参观展厅、参与活动、观赏表演、阅读书籍来获取博物馆信息，延伸

参观深度、扩大参观广度。本文尝试梳理国内博物馆儿童类出版物现状，

以此为出发点浅议以儿童为中心的博物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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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中国博物馆的参观量已经从 2014
年的 7 亿人次增加到 2018 年的近 10 亿人次。据调查，国内走进
博物馆的观众仅在 2019 年春节期比例就高达 40.5%。博物馆成
“爆款”的背后，更是传统文化从社会到个体层面的回归，反映
了人们反本开新的文化心理。 

博物馆不止是单纯的保管文物、展示文物的功能，更是在积
极转型，适应当今社会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发挥教育职能。衡量博物馆的标准，不仅体现在它的馆藏文物是
否丰富，还体现在和人们的生活是否融入，是否让“收藏在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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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可以零距离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感受中华文化魅
力，汲取中国文化精髓。 

博物馆传递信息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八种：文字符号、视觉
符号、幻灯录音、电视电影、展览陈列、示范表演、戏剧表演、
直接经验等[1]。儿童在博物馆参观或参与活动时，通过这八种形
式，如聆听讲解员的解说介绍、观看剧目表演、专题讲座、探索
活动、动手参与、研习课程、有奖竞猜等，可以更好地获取博物
馆的信息。浏览阅读博物馆编印的图文传播资料，也是一种获取
博物馆信息的有效方式。通过阅读博物馆编印的书籍，不在博物
馆实体范围内，少年儿童也可以延伸参观的深度、扩大参观的广
度。 

策划出版优秀的面向少年儿童的博物馆主题书籍是一种活
化传统的方式，通过阅读让传统文化照进更多青少年的内心。不
同年龄段（0 至 3 岁、3 至 6 岁、7 至 12 岁、12 岁至 18 岁）的
少年儿童对博物馆需求又不尽相同，需要博物馆针对各年龄阶段
儿童的心理特征和认知特点量身定做，精准策划，满足学龄前、
学龄儿童、初高中生的不同诉求。 

在过去的做法中，博物馆出版和出售的是以工作年鉴、展览
图录、考古报告、论文集、文物图册、行业指南等为主的专业书
籍，对于普通人而言艰深晦涩，更不要说适宜儿童阅读。然而近
年来，图书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博物馆主题的青少年读物，在各
大电商、实体书店的畅销榜单中占有一席之地，深受读者的欢迎。 

据笔者调研，目前市场上，由博物馆参与编写的面向青少年
的读物有以下几类： 

一是故事书，多围绕文物展开，叙述文物的来龙去脉，讲述
历史文化知识等。如中国博物馆协会指导编写的《博物馆里的中
国》，分为建筑、化石、遗址等十个主题将科普与人文结合，用
文物化抽象为具象，讲述了近千件珍贵的中国文物传奇身世，呈
现一个立体多样的中国，引领读者走进辉煌灿烂的上下五千年。 

二是教材类，如国家博物馆编写的一系列配合展厅参观的学
习教材，寓教于乐，适合研修性的参观方式。笔者在调研过程中
目睹学生一边手持《复兴之路》《认知》等练习册，一边在展厅
内寻找答案，完成诸如后母戊鼎花纹图案是什么、《南京条约》
签订时间等问题。搭配学习教材，可以记录展品的年份、特征等
信息，一方面满足了少年儿童对知识的渴求，一方面解决了教师
或家长提出的参观记录任务。 

三是导览单类，配合临展设计的学习册、参观指引单，如金
沙遗址博物馆在《玛雅的世界：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藏古代玛雅
艺术品》展览期间在入口摆放学习单、广东博物馆设计的《粤小
报》等，对儿童观众提出参观问题，引导观展。这种类型的任务
单一般为馆内宣教部门自行设计，印刷数量较少，没有对外统一

发行。覆盖面仅为参观展厅的观众，受众比较局限。 
四是绘本类，日本、挪威、意大利、英国等国的儿童绘本侧

重于用浅显的文字，大量的绘图引起低幼观众的兴趣，吸引他们
走进博物馆。国内博物馆借鉴了外国博物馆绘本图书的经验，近
年来也推出了不少绘本，采用卡通形象，图文并茂，更侧重于知
识的传达。如国家博物馆曾出版过一套《儿童历史百科绘本》，
提出了绘本的“儿童观”观点，创作的出发点是从孩子的需求出
发，首先勾勒出一个有时间、地点、任务、事件的故事场景，再
融入适合的馆藏文物进行故事构建。这种叙事结构的转变，有利
于儿童在更为丰富的叙事语境下，更直观地接触历史场景，感知
文化变迁。 

除此之外，近年来在网络文学中悬疑探险类的小说，故事背
景设定和博物馆、考古相关，也能赢得较高的点击量。 

博物馆里的青少年儿童读物种类、数量俱增，一方面离不开
博物馆的自身发展需求，越来越以儿童为中心，对少年儿童的关
注和投入大大提高。而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市场的导向——青少年
的阅读需求引领出版社开发“蓝海”深挖选题，吸引社会机构参
与图书推广。 

今年初上市就畅销的《给孩子的故宫系列》——《哇！故宫
的二十四节气》就是一个例子。故宫博物院高度重视，联合行业
内知名出版集团精心打造。此书的选题策划，由经验丰富的故宫
博物院宣传教育部编著，故宫前院长单霁翔先生推介，中央电视
台宣传报道。丛书画风活泼，语言平实，纸墨环保，适宜 3 至 6
岁亲子阅读。全书没有宏大的叙事，冗长的章节，而是接地气，
童趣化。故事的主角设定为太和殿屋脊上的小兽，起了很“萌”
的代号，用儿童的语言讲述了 24 个趣味故事，并融入节气习俗、
建筑、诗歌、藏品、植物等知识。整体从儿童的角度去设计排版，
除了文博知识的输出，还有填色绘画、有 AR 扫描等动手操作，
潜移默化中感知文化的魅力。 

笔者所在的成都市截止 2017 年 9 月，登记注册博物馆、纪
念馆已达 150 家。各大博物馆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受到市民热
捧。2019 年春节期间，草堂、武侯、金沙、永陵、成博、川博
六大博物馆接待观众超 165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博物馆热带动
大量少年儿童进入博物馆，然而博物馆面向儿童的工作起步较
晚，从实践成果来看还属于起步阶段。 

纵览成都市范围内的博物馆，面向少年儿童的优秀博物馆出
版物少之又少，且多是从成年人的审美出发，没有尊重儿童的阅
读习惯。小部分博物馆内有销售面向儿童的书籍，主角多是夸张
卡通的人物形象，内容为作者编撰，没有博物馆专业人员的校审，
也没有教育人员的参与，文字内容也缺乏亲切童真。以成都杜甫
草堂博物馆为例，目前文创商店里销售的儿童类杜甫主题书籍仅
有一本卡通杜甫游记漫画，不能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求知
需求。将博物馆的儿童社会教育活动资料整理出书，让更多儿童
能通过阅读了解杜甫草堂文化，在书本中立体的认识诗圣，也是
博物馆下一步的探索方向。 

综合来看，各地博物馆的书籍选题立足本馆文化，贴近本馆
特色，深挖馆藏资源，但都偏向于知识性的输出，缺乏儿童的视
角，适合 0-6 岁学龄前儿童的书籍几乎为空白。如何在博物馆的
儿童读物中将文化与童趣结合，将知识融入生命力和感染力，在
达到教育目的的同时关注儿童心理和尊重儿童认知能力，这将是
各博物馆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构建儿童友好型博物馆的一个突破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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