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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中小学生研学教育项目应坚持“均等共享”“与

时俱进”“研发创新”的原则，按照“重在参与、体验过程、

主动分享”的教育理念，增强活动的目标性。活动实施过

程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和团结协作向中小学

生提供有趣味性、更符合青少年个性需求的研学教育项目。

具体步骤应包括：前期调研、课程设计、模拟实施、确定方案、

综合评估、细化改进等步骤。

目前，博物馆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存在与学校

衔接不紧密的状况。往往是博物馆根据自身馆藏文物去开

发研学教育课程，再联系学校组织学生参与教育活动。没

有与学校教育及文化旅游相融合，不能很好地实现学校书

本知识、博物馆文物资源和文化遗产“游学”三者的有机

统一，让课堂教育沉淀知识，实物教育锻炼能力，外出“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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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物馆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博物馆通过创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设立“研学小课
堂”，不断完善和提升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不仅拉近了馆校之间的距离，使博物馆研学教育活动与中小学校课程有效
衔接，同时也让更多县市尤其是博物馆设施薄弱地区的青少年走进博物馆、了解历史文化。为了进一步加强博物馆青少年
教育功能的均等性，博物馆在研学实践教育的需求状况基础上，结合中小学生的知识储备、博物馆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青
少年研学的个性需求，研发出具有复制性高、可持续性久、传播性快等特点的博物馆青少年研学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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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提高认知，把博物馆参观转化为博物馆研学，突出博物

馆依托历史文化开展研学教育的桥梁作用。另外，因为地域

辽阔，博物馆研学教育活动跨省市的活动开展比较有限，多

以本市为主，县市中小学生参与力度偏低。同时研学教育活

动的宣传力度不够，对青少年的知晓率、影响力不足。

措施

中国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为中小学生专门设

置青少年互动体验区，有 DIY制陶体验、趣味文物拼图、

动物有奖知识问答、钱币拓片、印章篆刻小课堂、灼灼其华

汉服展示等不同系列的体验项目，是集科学性、趣味性、知

识性于一体的，整合了先进教育理念和运作模式的未成年人

互动体验区。新馆开馆至今共免费开放 1116个工作日，接

待区内外观众近 120万人次，开展流动博物馆、研学教育等

活动约 300场次，被国家教育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教

育基地，是全疆第二家获得此项荣誉的地州博物馆，从多角

度、多层面向广大观众揭示历史文物的丰富文化内涵，展现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见证多元文一体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在传播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馆日系列活动

近年来，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结合“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和 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特别邀请国家博

物馆考古院边疆考古所所长、研究员王力之作“东西方文明

下的南疆”专题讲座，传授国家博物馆在搭建文明对话交流

平台、推进不同文明宣传展示的经验和做法，引领青少年重

新认识阿克苏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地位。开展研

学活动“触摸历史感受中华文明——走进地区启明学校”，

根据盲童、聋童们的心理和生理特征，设置“触摸复制文

物”“陶艺 DIY”研学课程，带领残疾儿童用手、用心感知

历史；与此同时，该馆与阿克苏市教育系统 35所学校签订

共建“研学实践教育”协议书，在品牌文化活动——“小志

愿者讲解员研学实践营”的基础上，举办讲故事大赛，丰富

青少年的课余文化生活。精彩纷呈，受到各领域嘉宾代表的

好评，通过本次活动，让疆内外专家、媒体人进一步了解了

阿克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自然风貌。

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

为发挥好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我馆不断探索社教形式的拓展和延伸，积极打造具有阿克

苏地域特色的品牌活动。寒假期间，开展“我为博物馆代

言”——感受魅力年俗冬令营研学活动，课程持续一个月，

分为“小小讲解员训练营”“传统服饰与礼仪”“巧手工厂”“年

俗知多少”四个板块，来自阿克苏市十所学校的 40名青少

年活动参加活动；清明节期间，阿克苏博物馆组织市第七小

学 240名学生开展《共产党人在新疆》爱国主义教育小课堂

和“折纸花寄哀思”体验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识小钱币 观大世界——钱币拓片”、动物百科

有奖知识问答、传统汉服展示、学传统文化礼仪、国学文化

体验、中秋夜游博物馆、阿克苏历史大讲坛等活动；以建党、

建国重大纪念日为节点，组织党团员、青少年学生、各族干

部群众开展入党、入团仪式、“童心向党”“党旗映天山”“红

船启航 逐梦前行”等主题教育活动，新馆开馆以来，共开

展各类研学教育活动 300场次，参与活动的中小学生达 7万

余人次 [1]。

研学实践活动

作为自治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实践基地，近年来，阿克苏博物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传

统社教活动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博物馆青少年社教活动新途

径，帮助中小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通过

与地市教育部门合作，共建“第二课堂”教育实践基地活动，

签订共建协议，围绕重大节假日、纪念日开展历史课走进博

物馆、小志愿者讲解员培训、流动展览、讲座进校园等活动，

搭建了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同步进行、共通互补”的桥梁。

截止目前，吸引了阿克苏市 37所学校组织学生走进博物馆，

利用每周三、周五“第二课堂”时间陆续走进博物馆参观研

学、开展入团、入队宣誓仪式等 20余项主题教育活动，参

加博物馆各项社教活动的青少年群体达 16.3万人次，极大

地拓展了博物馆延伸教育服务 [2]。

为充分发挥阿克苏博物馆作为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教育实践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举办

了“丝路历史”讲故事大赛。通过讲解技能培训、历史知识

普及、展厅实地讲解，最终决出 15名讲解小明星。这些小

讲解员，在 5·18国际博物馆日、夜场等节假日期间，为参

观群众提供优质的义务讲解 180余场次。小志愿者们小小的

身影，稚嫩的童声，成为阿克苏博物馆一道亮丽的风景。

开展“新疆四史”教育

作为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活动的重要一环，“流动博物馆”紧紧围绕“建设美丽

新疆，共圆祖国梦想——新疆四史”这一主题，以 60块图

文并茂的展板展示和流动博物馆巡展车循环播放视频等方

式，汇集新疆各地出土的各类精品文物，艺术、系统、形象、

生动地展现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要冲和人类古代四大文明

交汇之地、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文化一体多元的历

史。流动博物馆以形式多样的巡展方式面向全地区各中小学

生全方位普及历史文化知识，让孩子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华



74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20 期·2021 年 10 月

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孩子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9年投入 30余万元配备专用多媒体巡展车助力基层巡展

活动，在全地区各县市的广场、社区、乡（镇）村、学校等

单位开展了广泛的巡展活动。2021年新增阿克苏博物馆历

史展厅虚拟讲解可视化及车载数字博物馆内容开发项目，利

用数字化技术和虚拟技术更加全面、生动、逼真地展示文物，

结合文物高清晰图像、音频、视频、文字资料、三维数据以

及相关研究成果，向中小学生提供互动式的全方位文物展

示，缩短了距离感，展示阿克苏历史的文化脉络。打造智能

化、信息化的数字博物馆，拓展博物馆的教育和服务能力。

今后也可结合文创、社教、旅游等服务，实现外延和拓展，

建立青少年喜爱的博物馆“立体”文化空间，让边远乡村的

青少年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 [3]。

怎样的研学（游学）活动才算是好的博物馆青少年教

育项目？根据多年来的活动组织策划和教育实践，笔者认

为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活动主题鲜明，实施步骤清晰；

人人参与，没有旁观者；注重体验，互动为主；注重分享，

善于利用资源；依托馆藏文物，有创意、会思考。博物馆在

青少年馆内外教育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发挥资源和场馆优

势，凸显互动和参与；坚持公益，体现公平；体现教育差异性，

找到衔接切入点。

基地本身应该加强与市教育局、文化旅游局的交流合

作，利用公共平台和必要网络进行推介，基地之间也应加强

合作点联动，促进研学活动的互相交流。例如，开通研学直

播课程、发布活动的抖音视频及官方微信公众信息，在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城市形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青

少年研学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定期检查基地研学教育项目的执行力度，及时修正和

整改各项任务完成中出现的偏差及时反馈给上级教育部门，

统一协调予以调整和改善进程。特别是研学教育项目申报、

审批、资金拨付及专项经费使用情况，都需要在教育部门的

协助监督下，逐一按步骤开展实施。

整合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可打造林基路爱国主义教育、

共产党人在新疆党史教育等主题的展览和研学教育课程，可

以情景剧、讲故事大赛的方式，让中小学生逐渐融入“深度

体验、生动有趣、参与互动”的形式，激发青少年的求知欲，

让孩子们自己讲述革命历史、亲手制作研学手工，才能真正

感受文化的魅力。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应该借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带

一路文化资源，更应该具有跨界思维，主动融入学校教育中，

融入文化旅游线路中，拓展研学课程的教育内涵。延续“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当好历史文化的传播者，

争取让更多的青少年能游有所学，学有所得。只有做好馆内

外教育的有效衔接才能够有效地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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