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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不是唯一的手段，找
到适合的博物馆打开方式

“双减”政策下素质教育不断深
入人心，加上传统文化的兴盛，暑期
去博物馆成为孩子们很好的选择。
家长希望在专业人士带领下，孩子能
放松身心、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感受
历史文化的熏陶，达到既“游”又“学”
的目的。庞大的市场需求下，各类

“研学营”“私享团”应运而生。
记者观察后发现，目前市场上的

博物馆研学项目，价格通常与课程
时长有关。单日研学收费一般在千
元左右；2—3天的短程研学收费在
两千元左右，如果跨场馆、包食
宿，价格要增至四五千元；时间在
四天以上、再跨省市，则涨至七八
千元，甚至过万元……宣传语颇具
吸引性，不仅能参观博物馆，还能去
看考古人员的工作现场。那么，孩子
的实际收获如何？

“回来后让孩子讲几个文物故
事，他却吞吞吐吐，说不出个所以
然。一问才知道，老师只让孩子们自
己‘寻宝’、打卡拍照，没介绍相应的
背景知识。”张先生为孩子报名参加
某博物馆研学旅行，结果只游不学、
走马观花，效果并不理想。

“有些研学团其实是旅行社打着
‘博物馆游学’之名包装的，名不副
实。”家住黄浦区的吴维颖告诉记
者，女儿曾参加过不少博物馆研学
活动，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所谓的
课程设置就是 PPT 讲一讲，再让孩
子DIY，一天就过去了；更有甚者，活
动组织不规范，孩子吃不好睡不
好，简直是遭罪。

“博物馆研学热，是因为有相应
的需求。如果研学的内容不错，家庭
条件允许，花钱为孩子报个团，既能
提升学识素养，又能解放家长，不失
为一种选择，但前提要有效甄别。”复
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周
婧景透露，目前的博物馆研学，提供
方主要有博物馆、学校、第三方机构
及其彼此间的组合。学校、博物馆及
两者的合作有相对专业的课程设置
以及师资配备，但第三方开发的研
学，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评估，在经济

效益的导向下，可能存在参观节奏
快、讲解内容粗糙等问题。但在三方
机构中，也不乏拥有革新理念、教育
情怀的实践探索者。“研学不是唯一
的手段，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博物
馆打开方式。”她说，凭借全球文物资
源配置能力，上海的博物馆展教资源
丰富，且大多数是免费的，花点心思
便能用起来。

对此，吴维颖深表赞同：“免费的
不见得不好，上海的博物馆资源品质
还是蛮高的。”在闵行区博物馆“漠北
锋鸣——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精品
展”配套的“那达慕节”主题夜活动现
场，她给女儿换上了蒙古包内色彩斑
斓的民族服饰，开心拍照留念。“本来
打算暑假带她去内蒙古玩，但出游的
人实在太多没去成。现在不出上海
就能体验草原风情，蛮有趣的。”吴维
颖说，她准备等参观高峰过去后，跟
女儿开启申城博物馆游，攻略已经做
好了，先把正在举办的考古展看一
遍：上海博物馆的“实证中国：崧泽·
良渚文明考古特展”，上海中国航海
博物馆的“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
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的“江海撷珍——长江口二
号古船科学考古进行时”、奉贤区博
物馆的“丹甲青文——中国汉字文物
精华展”……这些特展的导览手册她
都下载好了，准备有的放矢去观展。

做有心人，将“立体的百科
全书”用好且用到点子上

“家长带娃很吃力能理解，但完
全把学习的责任寄托在第三方身上，
付个钱，然后不管了，这不是最优
解。”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汤世芬说，
博物馆是立体的百科全书，建议家长
做有心人——用心去了解博物馆的
资源，并且根据自家孩子的特点去用
好。比如，上博曾招募过小小讲解
员，一位家长给儿子报名，原因是儿
子性格内向、不善表达，而参加完培
训，小男孩确实自信大胆了许多。有
一次父母去看展览，给他们讲解的正
是自己的儿子，妈妈感动不已，说“不
收费的公益项目，能有这样的效果完
全没想到”。儿子后来在演讲比赛中
拿了奖，成长与收获远超预期。

“家长和孩子提前做点功课，让
博物馆之行有所收获，更能体现参与
的价值。”汤世芬介绍，上博有很多免
费教育资源，且均会在官方微信号上
发布。适合孩子的常态化免费线下
资源有工作坊、讲座、美育大课堂，线
上的课程更是多达几十种。以暑期
青少年系列工作坊为例，8月该馆共
计推出九场活动，每场招募20至30
个人不等，涉及常设展厅和正在举办
的“实证中国”“与时偕行”特展，涵盖
工艺体验、艺术赏析、美术实践、绘本
阅读等多种形式。

上博教育部主任石维尘表示，有
名额限制的线下展教活动如果抢不
到，还有很多全开放的线上资源可
用。比如，“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
明考古特展”汇聚了来自全国 19 家
博物馆和考古机构的 358 件珍贵文
物。面对琳琅满目的展厅，家长或许
会困惑重点看什么，如何带孩子完成
一次有意义、有乐趣的博物馆之旅？
馆方在线上推出三期观展攻略，分别
介绍了微信导览、智慧导览和语音导
览三种方式的使用指南、“实证中国”
的10个彩蛋、探索版折页的用法：看
展前，做好资料的准备；等预约上了
进馆参观，能探索到更多细节；看完
回家，再把折页打印出来，和孩子一
起完成上面的找一找、想一想、画一
画，加深对文物的印象……“孩子的
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不要想着一
次看遍一整个馆的展览。”石维尘认
为，给孩子建立好的博物馆印象很重
要，若为了灌输更多知识，让孩子觉
得“看展览很累很没劲”，得不偿失，
毕竟“失去兴趣才是最大的损失”。

亲子共玩，需要学习的绝
不仅仅是孩子

“不要都集中在暑假，平时的周
末也可以带孩子享受文博时光。场
馆的选择也可以多元，不一定要是热
门馆。”周婧景表示，博物馆中不存在
任何形式的强迫学习，只提供一个有
准备的环境，孩子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和兴趣爱好主动探索。

0 到 18 岁至少可以分为四个阶
段：三岁以下、三岁至六七岁、六七岁
至十一二岁、十一二岁至十八岁，每

个阶段，小孩的生理、心智和能力有
很大差异，家长要尊重其特点，为他
们寻找适配的资源。针对自然科学
类、艺术类、历史类等不同类型的博
物馆，以及孩子对博物馆熟悉程度不
一，家长也要采用不同的陪伴模式以
及启发式、建构式等各类策略。而最
终的目标是激发孩子的好奇心，调动
他们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探索，建立
良性的亲子互动。

“博物馆是孩子孵化兴趣的地方
之一，而每个孩子都有着自己的兴趣
和节奏，我们应注重培养他们的专注
力并尊重孩子的选择。”周婧景说，很
多孩子需要家长陪同，建议博物馆提
供更多面向家庭观众的服务，让家长
和孩子都能参与其中。

值得欣慰的是，申城就此正在进
行有益的探索。比如，考虑到家长白
天要工作，全市 17 家重点博物馆于
暑期周末晚间开展“博物馆奇妙夜”，
不仅延长开放时间，还举办木偶剧展
演、亲子手工课、讲座沙龙、音乐会等
活动，部分场馆配套提供轻餐饮和咖
啡，使博物馆的夜晚有了“烟火味”。

“爸爸加油，加油……”周六傍
晚，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庭院内，陈
子浩和一位小姑娘卖力地为各自的
爸爸鼓劲打气。陈爸爸报名参加上
历博的奇妙夜活动，除了有孩子喜欢
的探秘水下考古、木偶光影剧、亲子
知识秀，最打动他的就是弄堂游戏。

“跳房子、斗鸡、挑绑绑、玩‘东南西
北’……都是小辰光常玩的游戏，也
是在户外，很有夏天的感觉。”

主打亲子共玩，位于黄浦江畔的
世博会博物馆 7 月底一连三天在户
外绿地空间推出了“音乐奇妙夜”。
国风音乐、布鲁斯摇滚、爵士乐轮番
登场，还有皮影戏、手工拓印、露天集
市等，馆内的《“梵高再现”沉浸式光
影展》《奇丝妙艺——世博与蕾丝艺
术展》也都增开了夜场。

很多人坚信：被附加了艺术、历
史价值的文物激荡过、感动过、启蒙
过，未来的日子肯定会有那么一点儿
不同。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
当终身教育成为大趋势，如何发现美
享受美，感知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
化，该学习的，绝不仅仅是孩子。

据文汇报

暑假带娃，如何用好博物馆资源？

暑假期间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博物馆观摩学习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博物馆观摩学习。。

中西艺术连连看单日营，1280元每人；三天两晚博
物馆帐篷夜独立营，4980元每人；六天五晚考古周秦汉
唐，7980元每人，一大一小起售（大小同价）……进入暑
假，各类文博场馆研学游风生水起，从半日、单日到多
日，从本地到跨省市甚至出境，路线选择多样。当然，不
少也价格不菲。

根据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让·皮亚杰
的理论，儿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主要是以探究式的活动
为中介，儿童教育要顺应孩子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去思
考和探索。作为非正式学习最好的场所之一，博物馆正
好契合了这一点，被许多家长视为“暑假遛娃好去处”。
只是，博物馆研学是不是一定要花大价钱？在少花钱甚
至不花钱的情况下，家长和孩子又该如何用好博物馆线
上、线下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