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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馆校合作美术教育 
——以“走进——海昏侯文物展”为例 

◆毕  玉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省南昌市  330022） 

 
摘要：2011 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
与 2017 年 2 月国家文物局在《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都
明确提出将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相结合。馆校合作已经成为了现在中
小学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本文将思考如何将江西省博物馆近年来 大
的一个展览专题“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运用到当地的中小学
美术教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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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
验稿）》，文件指出：“教师应当广泛利用校外的各种课程资源，
包括美术馆、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及私人博物馆、当地文物资源、
艺术家工作室和艺术作坊等。学校与美术馆、博物馆以及社区携
手，开展多种形式的美术教育活动。” 

2017 年 2 月国家文物局在《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提出：“强化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
定期开展博物馆中小学生教育活动，推出一批博物馆教育精品项
目和示范活动。建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库，制作博物馆青少
年教育精品课程 100 个以上。开展博物馆教育示范点建设，建立
馆校合作机制，创建与学校教学相结合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活动
项目品牌。” 

无论是从教育部还是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件来看，学校美术
教育与博物馆教育的紧密联系已是社会发展的趋势。馆校合作已
成为现在的一个热门议题。 

一、馆校合作的意义 
尹少淳曾说过：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的美术教育只是一

种国民美术教育，我们的教育对象中绝大多数人目前不可能将主
要精力放在学习美术上，将来也不一定以美术专业作为自己的终
身职业。我们对学生所实施的不是专业美术教育，而应该是生活
美术教育。[1]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经过一次次的修订，已经不
再是仅仅注重于“造型”，更多的是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并让学生逐步体会美术学习的特征，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和学习
能力，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教育部明确提出了教师与学校应多利用校外资源，开展多样
的美术教育活动，学校与博物馆也开始渐渐地联络起来，利用博
物馆进行美术教育，将更大程度上让学生学会自主观察学习，学
校美术教育的场所也渐渐不再局限于教室内。但由于馆校合作是
一个新概念，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去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
件中，从博物馆的角度又一次提到了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结合。
博物馆与学校，两者之间已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关系。学校可以利
用博物馆丰富的实物资源进行实地教学，实物教学更能带动学生
的积极性，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实
际观察也更能触动学生的内心感受。就目前而言，博物馆在中国
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博物馆也可以利用学校，展开一系列的推
广教育活动。从中小学生开始培养对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兴
趣，从而进一步的带动博物馆的利用率。 

二、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 
2011 年，历时 5 年多，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国遗址发掘面

积约 1 万余平方米，揭露出了完整的墎墩山海昏侯墓园及众多遗
存。确认了墎墩山海昏侯墓即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刘贺墓园
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丧葬规制中 标准、墓园结构 清晰、
保存状况 完好、祭祀体系 完备的西汉列侯墓园，对研究中国
西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提供了全新资料。 

在刘贺墓中出土了成套的编钟、琴、瑟、排箫等礼乐用器，
其中铁质编磐是我国首次发现；墓中有多个精美灯具，其中一对
青铜雁鱼灯 为引人注目；墓中不仅发现了近万枚竹筒和木牍，
还发现了漆器屏风表面有孔子生平的文字以及孔子画像。考古专
家表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 早的孔子画像。 

2016 年海昏侯文物展作为江西省博物馆一个固定专题陈列，
长期对公众开放。馆内有精心遴选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922 件，多
角度、全方位展示南昌汉代海昏侯国的考古发掘成果。 

三、将“海昏侯文物展”融入到学校美术教学活动 
（1）为什么开展此次活动 
1999 年，著名的博物馆理论家史蒂芬•维尔把美国博物馆界

的 近发展比成是一种“从关注‘物’到服务‘人’”的变化过
程。他认为，过去的博物馆侧重收藏和保护文物，而现在则侧重
为公众提供教育服务，博物馆已从 初主要重视藏品的机构日益
发展成为向社会和观众提供服务的机构[2]。 

海昏侯墓作为江西省迄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及人文价值的墓园，江西省博物馆专门设立了一个长期海昏侯
文物展，将其介绍给观众。一个展览就是一段研究人员破译出来
的历史,就是一个讲给观众听的故事。观众通过参观展览,了解历
史同时也了解了博物馆的收藏和博物馆的文化价值[3]。 

（2）如何开展此次活动 
在全国的中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有很多关于博物馆与学校

美术教学的实例。例如：人教版新课标美术六年级上册第九课《保
护文物》，让学生初步了解什么是文物、文物的作用及用途、文
物的种类、为什么要保护文物等等。利用博物馆丰富的文物资源
让学生切身去感受文物的魅力、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更能有
效的让学生理解这堂美术课程的主题。 

在当代教育中，“互动”是教育活动的基本特征，一般情况
下教师是“主动”的一方，但鼓励和唤起学生的“互动”也是教
育活动的任务[4]。 

海昏侯文物展可以成为老师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媒介。笔
者利用海昏侯文物展设计一堂户外地方美术课堂。 

将分成 2 个课时，进行教学。 
第一个课时，在学校进行。通过课堂教学，先让学生们初步

了解什么是文物及文物的作用、用途，解释为什么要保护文物；
然后通过播放关于海昏侯墓的短视频吸引学生关注； 后告诉学
生下节课将前往博物馆进行实地观察学习，并让学生课下在网络
上搜集关于海昏侯墓的基本资料。  

第二个课时，在博物馆进行。通过实地教学，首先让学生通
过课下了解到的关于海昏侯墓的基本信息对海昏侯墓进行初步
介绍；再让学生近距离的接触、欣赏海昏侯墓出土的精美艺术品；

后，让学生讲述实地所见的感受，并制作一张以海昏侯墓主题
的宣传保护文物的卡片。 

通过展览，让学生不仅仅是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魅力，更
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亲自去观察、了解事物的能力。 

四、结语 
通过设计“走进——海昏侯文物展”的教学活动，认识到馆

校合作不仅是学校与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共赢， 重要的对学生的
教育产生新的积极影响。培养学生已经不再局限于在教室里，需
要多利用教室外的教育资源，让学生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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