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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角色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促使博物馆重新定

位自身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地位，这些政策不仅为博

物馆馆校研学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导，还全方位地支

持博物馆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方面开拓创新。

2021年上半年，南京市文旅局与南京市教育局联合

发布了《南京市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生教育

教学的实施意见》，这是南京市相关部门迄今发布的针

对馆校合作最为详细的指导意见。同年，全国教育系统

改革，深入推行“双减”政策，为博物馆馆校合作研学

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探索“双减”政策出台后，为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做好准备工作，从而实现中小学生教

育教学的方向引导和无缝衔接。在教育制度改革的要求

下，馆校合作研学的意义和要求更加充盈丰富。能够不

断整合扩大教育活动空间，拓展课程资源，更好地实现

人才培养的意义。[4]

相较之前的实施模式，它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 先 ， 它 加 深 了 馆 校 双 方 的 相 互 了 解 。 博 物 馆 教

育专员和学校教师作为研学活动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博

物馆教育专员可以结合场馆优势对课程中设计的馆藏文

物资源、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进行阐释和解读，而学校老

师更擅长教学方式的引导和学科嵌入式文化植入，同时

也是馆校研学活动的管理安排者。馆校合作研学，可以

将两种不同的教研方式结合起来，更能发挥“双师”优

势，学生在学中体验，在探索中接受多元化的知识，建

立资源互补和资源共享的机制。

其次，它突出了主题性和探究性。馆校研学活动是

以研学主题为导向，以探究为核心的教育活动。主题是

馆校研学活动的灵魂，它决定了活动的目标、内容、过

程和评价。馆校研学将学校的教学主题与博物馆文化遗

产精髓有机结合，不是单一的知识灌输，而是具有时代

性、针对性、启发性和趣味性的启发式自主学习。能够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合

作能力。

再 次 ， 它 强 调 了 体 验 性 和 能 力 性 。 馆 校 研 学 活 动

是以体验为手段，以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活动。体验是博

物馆研学活动的手段，它是一种基于感知的学习方式，

要求学生亲身参与，观察和感受博物馆的文化资源，通

过多种感官和多种媒介进行交流和互动。体验能够增强

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价值观。能

力是博物馆研学活动的目标，它是一种基于评价的学习

方式，要求学生根据活动的要求，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

能，完成相应的任务和作品。能力能够提高在校学生的

实践和创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馆校合作研学的模式

馆校合作，通常是“1+1”的模式，即：“一所学校

+一个博物馆”，以博物馆为主，学校配合为辅。经过多

年的合作实践，馆校合作的方式不断创新，大致分为以

下几种类型：    

（一）学校主导，博物馆为辅

以 学 校 或 者 教 师 个 人 为 开 发 主 体 。 学 校 开 发 的 博

物馆研学实践活动以教师团队为开发主体，注重学科融

合。例如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与考棚小学围绕南京市民俗

博物馆非遗传承项目以不同主题分别开发了“非遗周周

学 ” 等 1 0 余 项 目 课 程 ， 将 学 校 劳 动 课 、 体 育 课 、 美 术

课、音乐课等不同学科打通，开展探究性、审美性、技

术性实践活动。    

（二）博物馆主导，学校为辅

开发主体是博物馆社会教育专员及研究人员，其方

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依据馆藏文物、最新理论

研究成果策划研学活动，邀请小学生进馆体验、实地参

访；第二种方式是博物馆将展览以展板或者“云展览”

的 形 式 搬 入 校 园 ， 学 生 在 校 内 就 能 与 博 物 馆 展 览 “ 线

上、线下”面对面；第三种方式是博物馆教育专员依据

合作学校的校园文化，结合馆藏展品、文化课程内容，

制定编写校本课程进行研学实践活动开发。

（三）围绕学生需求定制

该模式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围绕自己的兴趣，整合

资源开展实践活动。例如南京市各家博物馆都与南京市

各中小学开展“红领巾志愿服务岗”“博物馆小小讲解

员”等共建实践活动，围绕青少年学习的特点结合馆藏

文物基本知识，参与博物馆志愿服务并向社会普及文化

遗产知识。

除 了 配 合 好 学 校 更 好 地 开 展 在 基 地 内 的 研 学 活 动

外，博物馆还应该加强研学旅行基地建设。在发挥自身

的资源优势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自身特色、场馆优势、

专业人员资源与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大专院

校开展或分享专题项目和课程，根据受教人群年龄段策

划不同主题独具特色的馆校合作研学活动。

1、提高专业水平，打造业务团队

博 物 馆 的 讲 解 员 通 常 具 备 因 人 施 讲 的 专 业 技 能 ，

但无法配合研学活动的主题开展讲解服务。因此，博物

馆应该对讲解员进行专门培训，使其能够掌握研学活动

的设计原则、方法技巧、评价标准等，并能够根据不同

年龄段、不同水平、不同兴趣的学生进行个性化、差异

化、情境化的讲解服务。除了与教学单位开展馆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