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最近十余年，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和陈
列馆的数量翻了至少一番，参观者的数量更
是早就突破千万人次。当博物馆越来越多地
承担城市文化，其中心功能逐渐从传统的收
藏保管延伸至科学研究和教育传播，不断满
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

理论上，生活在一个博物馆资源丰富的
城市，是件幸福的事。然而，我们城市中的不
少场馆经常门庭冷清、观者寥寥，“走马观花”
和“一次性参观”成了多数参观者习以为常的
方式。博物馆人和教育工作者在思考：如何让
更多人主动走进和停留，让博物馆更好地发
挥“校外课堂”的终身教育功能？

代表提建议
加强培训教育 提高兴趣素养
市人大代表、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在

不久前上海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关于希望
中小学校利用博物馆平台加强素质教育的建
议》的书面意见，其实这已是他第二次提交有
关加强中小学生文博教育的书面意见。陈燮
君在工作和履职中发现，从纵向来看，目前教
育单位对博物馆的重视程度已达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每年学生参观者的人数也在不断上
升。但是，博物馆之间的参观者绝对数差距很
大，几家大博物馆和一部分活跃学校在“贡献”
主要力量，中小学生对图书馆、群艺馆和一些
小型博物馆的关注度还很差；此外，对博物馆
等场馆，教师的主动接受情况也并不乐观。

陈燮君认为，在文化教育大环境中，博物
馆应该成为学校课堂教育的一个重要辅助部
分，充分发挥“感观教育”的优势，将激发参观
兴趣作为展示的重要任务，着力发掘、重现文
物原本就有的鲜活生命，以兴趣作为学习的
动力，将被动的“教育”过程转变为主动的“学
习”过程。而要很好地实现这一点，必须更好
地发挥教师作用，因为教师比博物馆更加熟
悉学生，只有当广大教师掌握了有关知识，能
够得心应手地利用博物馆的资源，文化资源
才能真正转化为教育的资源。“在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重视提高学校人文素
养教育的今天，我们认为，博物馆在国民教育
中应该占据更加突出的地位，与此相对，中小
学校也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借助博物馆平台，
利用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使得学生更多地接
受艺术熏陶，提高审美和人文素养。”

为此，陈燮君建议：在中小学校与博物馆
之间建立对口!定点联系机制，增加博物馆展
览进校园的内容与频率，同时加强对教师的
文博素养培训，以此实现对博物馆文化资源
的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由市教委牵头，在
中小学教材内容中增加有关博物馆及美术馆
相关领域的知识点，尤其是关于传统文化与
艺术审美的内容，引导学生更加积极地探求
传统，感悟艺术；中小学校可在课外学习板块
中加设“文博兴趣班”，将文博素养也列为衡
量学生综合素质的要素之一，从而提高学生
对文博教育的重视。

场馆添设计
项目更加亲民 路线度身定制
与机器人 "#五子棋、观看各种生动有趣

的科普小电影、画马骑马参观生肖特展……
在上海科技馆三层楼的各个展厅里，随处可以
听见孩子们惊喜的欢笑声，马年春节期间，上
海科技馆的参观人数又创新高，家长带着孩子
在这里一泡就是一整天。科技馆会员宋桂芝
陪伴和照顾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 $%岁儿
童，去年一年到科技馆参观了 &$次。尽管孩子
是特殊儿童，但科技馆的形形色色令他快乐，
“我们常常去水族馆、博物馆，可都总是走一圈

就过了。但是在科技馆里，孩子特别快乐，每次
都要在动物世界停留很长时间。”宋桂芝发现，
不仅孩子喜欢在场馆里参与互动，就连大人也
会被丰富有趣的科普形式吸引，所以特别愿意
“回头”和“停留”。据统计，上海科技馆参观最
多的一位会员 %'$(年共参观了 )$次。

为了在场馆中更好地服务参观者，科技
馆的参观指南上针对 $'岁以下儿童家庭、成
人、青少年和老年人观众分别设计和推荐参观
路线，引导不同情况的参观者在丰富的馆藏中
畅游。上海科技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
授王小明博士表示，博物馆是实现终身教育的
场所，与学校提供的正规教育结合，发挥非正
规教育的功能。为了做好这一点，科技馆在设
计之初就提出了“(好”和“(动”，即好看、好
玩、好奇及眼动、手动和脑动，“来到场馆里，有
没有好看的东西能令参观者的眼睛发光？有
没有好玩的内容，能让大家动眼、动手参与体
验，激发大脑思考产生好奇和兴趣。如果不能
做到‘(好’，非正规教育将失去效果。因此在
设计和布展时要提供‘(动’的空间。”不过，王
小明认为，并非每一位博物馆经营人都对于这
方面有入耳、入心的认识和思考。

转型有策略
不仅敞开大门 还做引路之人
“复旦大学金力院士曾说，自己的生物启

蒙来自自然博物馆。”王小明认为“百年树人”
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博物馆要在终身教
育的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实际上，相比参观

人次的追求，更多博物馆人的愿望是希望能
够发挥这一多学科空间的育人作用。

但是，并非参观者来到场馆中，育人的作
用就能完成。%'$$年的最后一个月，开馆仅 *

年的上海纺织博物馆遭遇了一场“暴力参观”。
常务副馆长蒋昌宁回忆，在那一个半月的时间
里，有个地区的 (+*万学生由旅行社组团到场
馆里参观，老师来了坐在馆里打毛衣、嗑瓜子，
好奇的孩子什么都摸，他们走后，博物馆花了
$'万元维修破损。免费的博物馆不能对参观
者关上大门，更不能挑选参观者，这段经历更
是令蒋昌宁意识到“博物馆引路人”的重要，
“除了文明参观的问题，孩子们最好提前做做
功课、带着问题，场馆才能真正成为课堂。”

在场馆里嗑瓜子、打毛衣的老师毕竟还
是少数，但“走马观花”却是大多数参观者的
常态。面对一间馆藏丰富的博物馆，探索之旅
如何启程、博物馆服务是否都利用到，甚至如
何分配在不同场馆中停留的时间，很多参观
者都不甚了了。而当大人都不懂得如何“玩
好”博物馆，孩子们又如何在这奥妙的空间里
寻找兴趣或深入研究呢？

最近 (年，杨浦区少年宫的老师们在博
物馆里做功课，牵手了近 *'个场馆，针对中
小学生策划了生动活泼富有内涵的实践探究
活动，目前已有近万人次杨浦学生参与其中。
少年宫编撰的《杨浦区中小学主题场馆探究
活动指导手册》选择了一批适合青少年的场
馆，通过一堂先导课、一项特色活动、一份解
说词和一张探究卡，囊括了包括礼仪、场馆简

介、亮点、解说词、知识问答等细致内容，让学
生们来到场馆的有限时间和空间中，能够获
得最大程度的体验和知识吸收。不仅如此，杨
浦区少年宫还培养了一批“红领巾讲解员”，
他们通过生动、活泼的讲解，更能够为同龄人
带来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解说。

发展存阻力
学业压力偏大 社会认同缺乏
“我们的孩子还没有真正在博物馆玩起

来。”陈燮君认为，学业的压力带来阻力，社会
还没有形成“不到博物馆是一种损失”的价值
认同。这种阻力，杨浦区少年宫的老师在推进
场馆探究活动的过程中同样深刻感受———探
究活动总是在小学中受到更多欢迎，而随着
年级递增，来自学业的阻力不断增加。

不仅如此，当博物馆正努力“走出去”时，
社会的态度却不够开放和友好。蒋昌宁说，
“我们一家家像跑业务一样，找学校、找社区，
结果闭门羹没少吃。”上海科技馆想将联合摄
制的科普纪录片在城市公共交通平台上播放
时，公益的内容却拗不过时段的盈利目的，高
额的播出成本令博物馆人却步。“我们有好的
公益科普思维电影，上海有那么多四维影院
是否能够开放？哪怕采取票房分成的形式，我
们也很欢迎。如果社会大空间里都能够有这
些科普产品露出的机会，社会公众主动自觉
接受，那么博物馆也能打破空间限制影响观
众和市民。我们才有氛围让‘博物馆作为城市
文化名片’这句话能真正落地。”

博物馆距离“校外课堂”还差口气

! 上海印刷博物馆内!杨浦区"红领巾讲解员#为同龄人做生动的讲解（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 ! !手持一张电子学生证，本市中小学生
今后将可至 %''余家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活
动基地$场馆%免费或优惠参观。首批 *'家
场馆将于 ( 月 $ 日起完成设备安装和调
试，欢迎中小学生“刷卡”进入。新学期开学
前夕，市教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科委、市
文广局、市体育局等单位，联合为孩子们送
上新春礼物。

%'$(年，市教委在全市中小学推广电
子学生证，目前，全市 $,'万中小学生都拥
有了自己的电子学生证。今后，学生利用电

子学生证在相应的读卡设备上刷一下，就
能通过网络实时将相关信息传送至后台的
基础教育信息库管理系统，将活动经历存
入电子学生证内，从而为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提供实时依据。本市也将同步建成上海
市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平台，全面
实行全市中小学生电子成长记录，将来逐
步作为学生毕业、升学的依据之一。

市教委负责人介绍，这 %''家场馆包
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育场馆、科普教育
基地、专业性博物馆等，学生可集体或者个

人参观。目前，上海民防科普教育馆、上海
青少年科技探索馆、上海昆虫博物馆等已
经完成设备安装。

市教委强调，学生到这些场馆参观，不
能仅仅是完成“签到”，各场馆将和教育部
门携手，为不同学段学生设计不同的活动
内容，使电子学生证真正成为打开知识大
门的“金钥匙”。(月 $日起，学生和家长可
登录电子学生证应用系统网站，查询各场
馆开放时间、优惠政策、预约方案、参观建
议等详细信息。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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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博资源丰富，但不少场馆门庭冷清，多数观者走马观花———

本报记者 易蓉

本市推行中小学电子学生证
3月1日起免费或优惠参观200余家社会实践活动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