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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
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美育有助于提升人们认识美、欣赏美、理解
美、创造美的能力，在立德树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伴随着“文博热”，各地
博物馆、美术馆积极拓展美育形式和空间，开展“社会大美育”实践，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暑
期来临，许多博物馆、美术馆推出多种特色活动，为亲子游、学生“充电”等提供了好去处。丰富
多彩的项目策划与实施，既折射出新时代博物馆、美术馆公共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又给当
下与未来的探索以引导。

新时代博物馆、美术馆开展社会美育

美在浸润 育在融合
博物馆、美术馆较之其他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特性在于：以
实物为基础，供给“基于实物的教
育”，即为观众提供与实物“遇见”
并收获多重感官体验的机会。物
的真实感，有利于培育实证思维，
帮助人们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认
知过程。

博物馆、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开
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收藏、研究、
展示等各领域密切相关。近年来，
我国文博场馆不断以展览为主要
媒介开展教育活动，追求“展教结
合”，并通过“物”讲好故事，让文物

“活起来”。比如，首都博物馆推出
的“读城”系列展览，就是为青少年
儿童量身定制的大型沉浸式、互动
式展教融合项目，通过设置问答板
块、拼图游戏等形式，引导目标观

众轻松了解古都北京的历史文
化。该系列展览的成功举办表明，
为青少年儿童提供融学习与娱乐
于一体的美育情境，是博物馆、美
术馆的显著优势。事实上，契合未
成年人兴趣的娱乐元素的加入，可
寓教于乐、激发好奇心、强化接受
度。文博场馆公共教育项目带来
的多重感官体验，有助于青少年儿
童建立起自身与现实生活的真实
连接，进而启智润心。

博物馆、美术馆往往被定位
为未成年人重要的教育资源和值
得信赖的器物信息资源。如今，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美术馆正在
创新设置特殊互动区，以“实物”
为观众提供全新体验。例如，中
国考古博物馆设置了触摸文物标
本互动区，在确保安全和相关举

措完备的前提下，鼓励观众触摸
古陶片，从而真切感知文物的质
地和工艺细节，加深对文物历史
与文化价值的理解。此外，开放
式文物修复展示空间也正成为博
物馆、美术馆创新美育内容和形
式、丰富观众体验的重要园地，如
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与修复
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展示
馆等。暑假期间，还有不少博物
馆、美术馆延长开放时间，以夜游
项目拓展美育形式。比如，今年
上海市45家博物馆于暑期周末
晚间开展“博物馆奇妙夜”活动，
为观众提供“特展+活动+文创+
社交+生活”的综合体验。其中，

“实物”将发挥重要作用，让观众
更直观深入地在夏夜体验历史之
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

夯实根基 供给“基于实物的教育”

随着博物馆、美术馆对未成年
人实行减免费开放，我国中小学利
用文博场馆学习的机制正逐步形
成。同时，越来越多的场馆或开发
系列馆本课程，或助力校本课程开
发等，推进馆校合作、文教结合走
向深入，在为青少年儿童教育服
务、重点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切实
融入中小学教学计划等方面实现
创新发展。

其实，博物馆、美术馆与学校协
同育人，是推动美育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选择。馆校合作可以更好地
给予青少年儿童知识和信息，进而
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素养，如信息获
取能力、交际能力、思维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等。更重要的是，这将潜
移默化地影响中小学生的思想观
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润物细无
声地将真善美转化为其情感认同和

行为习惯。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北
京市史家胡同小学的合作为例，双
方建立了“课程研发协作体”后，学
校三至六年级学生均可利用国博资
源进行系统学习。课程还实行“双
师制”授课，由博物馆工作者完成馆
内讲授任务，由学校教师完成教室
内讲授任务，两部分教学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当然，博物馆、美术馆与
中小学教育结合，并不能简单地等
同于馆校合作，更不能局限于馆和
校，而是覆盖了政府部门、学校、博
物馆和美术馆、家庭、社区等的系统
工程。它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
馆、校为“主体”，并尤以场馆的积极
主动为先。目前，这类实践尚处于
探索阶段，未来还需在制度推动等
方面久久为功。

时下，如火如荼开展的研学旅
行，也为博物馆、美术馆进一步与

中小学教育结合提供了契机。比
如，天津美术馆依托丰富的地方旅
游资源、馆藏文物资源、专业人才
优势和馆校合作机制，推出“美的
旅程”文旅研学项目，并逐步形成

“古味津韵文化游”“城市漫步”“美
术馆里的思政课”三大板块，成为
青少年儿童教育的“第二课堂”。
暑期以来，浙江自然博物院、陕西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等文博单位也
陆续推出特色研学项目，以多种形
式打造“行走的课堂”，更好地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当然，当下博
物馆、美术馆在研学中扮演的角色
还有限，仍存在一些质量不高、流
于形式的研学活动。如何开发一
批立德启智、特色鲜明的研学精品
线路和课程，构建研学资源网络，
发挥实践育人作用，博物馆、美术
馆还需持续探索。

拓展路径 进一步与中小学教育结合

美育是路径，而非终点。博
物馆、美术馆旨在通过美育滋养
美好心灵，提高公民综合素养，甚
至是助力实现这样的社会：每位
公民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度过
丰富的人生，随时随地都可以进
行学习，并且其学习成果能发挥
价值。为实现这一美好愿景，博
物馆、美术馆越来越注重从分众
化、一体化、衍生化等维度来策划
和实施教育活动。

分众化，即文博场馆根据服务
对象和工作性质的不同，实行差异
化项目管理，且同步合理调配馆方
资源，从而使“观众”不再是一个模
糊的概念，而是由许多个性鲜明的
个体组成的群体。比如，江苏省美
术馆推出的“与美相约——大众审
美感知体验课”，其中的导赏、互动
体验主要面向未成年人，版画艺术
书展、版画工坊面向青年，学术讲
座主要面向23岁至70岁的艺术
爱好者、从业者，非遗传承活动则
面向全年龄段受众。多样化的“菜

单式”供给，更好满足了大众的美
育需求。

一体化，一方面聚焦“广度”，
意味着博物馆、美术馆的教育活动
开展不局限于观众的实地参观阶
段，也包括参观前和参观后两阶
段。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钱学
森图书馆等都在应用三阶段原则，
循序渐进、富有针对性地策划与实
施各阶段活动。另一方面聚焦“深
度”，因为参观展览本身即是最基
本和普遍的教育活动，越来越多的
场馆基于展览开展一系列延伸和
拓展型教育活动。

衍生化，即博物馆、美术馆围绕
某个主题，开发一系列不同内容和
形式的项目，以多元供给，达到“总
有一款适合你”的功效。像浙江美
术馆的“无界之归——杭州纤维艺
术三年展”系列公共教育活动，就打
出了一套包括作品工作坊、讲座、快
闪剧场等形式的“组合拳”。

让美的力量辐射至更远的地
方、抵达更广的人群，不少博物馆、

美术馆围绕“卓越与平等”的理念
展开多元实践。故宫博物院在其
官方网站上线“我们的故宫”教与
学资源，供社会各界免费下载利
用；武汉美术馆推出“艺术的分贝：
听障人群美育项目”，用艺术之美
点亮特殊人群的生活；上海市文化
和旅游局启动的“社会大美育计
划”，推动更多文博机构打开“围
墙”，成为大众接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滋养的美育大课堂……如今，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加入开
展公益性美育活动的行列。

美在浸润，育在融合。博物
馆、美术馆应全方位理解“浸润式
美育”的学理内涵与实践特征，充
分发挥在社会美育中的价值与作
用，在实践中探索创新之路。博物
馆、美术馆公共教育的不断完善，
将推动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
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
系，以及“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育人的机制，营造向上、向善、向美
的社会氛围。 据《人民日报》

开放包容 滋养美好心灵

首都博物馆“读城——探秘北京中轴线”展览现场设置的互
动游戏场景。 王为华 摄

小朋友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美术馆参加画伞体验活动。
耿玉和 摄（人民视觉）

学生在安徽省体育博物馆内参观奥运文化主题展。
黄洋洋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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