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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数和升学率来检验，为更好地达到学习目标，学

校规定了学习内容、学习计划等，学生要在有限的时

间内完成学习任务并进行考核；三是系统性。学校教

育按学生的年龄划分不同的教育阶段，不同的阶段之

间具有联系和过渡，构成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四是专门性。学校教育有专门的教学场所、设备和教

育者，他们经过专业学习和严格选拔，懂得教育规律

和有效的教育方法；五是稳定性。学校教育具有稳定

的场所、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等，这种稳定

性有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学校教育是公众最熟知的正规教育形式，有着其

他教育形态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保证了学校

教育的高度有效性，使它在各种教育形态中占据主

导地位。

（三）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区别与联系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

的教育任务和目标总体是一致的，在学生社会化的过

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二者在时间、场所、实施

主体、内容、组织形式和教学策略等方面都具有明显

的差异（表1）。

学校教育以传统的说教式和刺激反应式的教学策

略为主。在学校教育中，学生接受计划性的指导，学

到大量科学文化知识、社会行为规范等，但学生的自

主性和探索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满足他们对传统

文化、历史文明、科学技术等知识的渴求。

博物馆教育以探究式和建构主义式的教学策略为

主。在博物馆中，他们可以通过参观、讨论、动手操

作或实验主动参与学习过程和进行独立思考。但国内

博物馆的教育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扎堆参观的游学

高峰期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博物馆教育人才短缺，

教育资料不够权威化和体系化；受场地限制，难以开

展大型教育活动等。

三、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

有效结合的必要性

学校教育自出现以来就一直处于教育活动的核

心，然而，学校教育的影响只有在特定范围内方能产

生。博物馆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之外的另一种教育途

径，其探究式和建构主义式的教学方法补充了学校教

育受地域和时间限制所不能涉及的教育阵地。

从探究式学习的视角出发，博物馆学习相比于正

规的学校课堂学习，强调从真实问题出发、重视探究

过程、产生个性化学习结果等，学习方式灵活生动，

在复杂知识的解释和运用方面有突出的优势。因此博

物馆在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美术等学校

教育中都是有效的教学工具。有研究表明，定期进行

博物馆参观学习的学生相对于没有实地参观经历的学

生表现出认知方面的明显提高，并且班级整体对学习

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和动机[8]。

从建构主义式学习的视角出发，博物馆中的学习

基于学生的个性、知识储备、兴趣等，与藏品发生交

互作用，对藏品和自我进行某种关联和个性化的认

知。因此，学生进入博物馆不仅能学到知识，更可以

获得感官、情绪等方面的宝贵经验，获得更深层次的

理解，并形成历史、文化、审美、科技或生活等方面

的多种意义取向，这种体验对于学生的终身学习都是

有价值的，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实现了当前课

程改革要求的丰富多元目标[9]。

综上所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既各有特色又

存在着互补性和融合性，应该通过将博物馆教育与学

校教学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来提升教育水平，在文

化传承、人才培育方面有更大作为。

表1 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比较

博物馆教育 学校教育

目标

使青少年自主学习历史文
化、科学艺术等丰富知识，
获得感官、情绪与知识技能
方面的宝贵经验

使青少年系统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并促进其德智体
美劳素质方面的全面发展

作用时间 参加博物馆活动期间 在校学习期间

主要场所 博物馆 学校

实施主体 社会教育人员 教师

内容

传播历史、文化、科学技
术、自然环境、政治经济、
生产生活、体育娱乐知识等
广泛、丰富的内容

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为
主；培养人生观、价值
观；学习规则及对权威的
遵从；学习合作与独立；
建立职业生涯基础等

组织形式
自学、讲解、讲座、新媒
体、活动等

课堂学习为主，结合其他
课外活动

主要的教学策略 探究式、建构主义式 说教式、刺激反应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