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拓创新优服务 深化教育促发展
——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开放两周年总结交流暨博物馆教育功能研讨会综述

浙江自然博物院

6月14日，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开放两周年总结交流暨博物馆教育功能研讨会在杭

州召开。中国文物报社、浙江省文物局有关领导和国内博物馆同仁、高校专家学者共40余人出席会议。

研讨会对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两年来的实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围绕深化博物馆教育功

能，促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结合新时代观众观展需求，进行了交流和研讨。会议由中国文物报社、浙

江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博物馆学会、浙江自然博物院主办，杭州拓凡优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支持。

“24小时博物馆”是
服务社会的有益尝试

据介绍，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
于 2022年 6月正式对社会开放，展馆建筑面积
310平方米，展品 380余件，工作日开放时间为
10:00至 22: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为 10:00至
24:00。展览以动物、植物和矿物为主题，旨在满
足学生课后的多样化需求，服务于市民、游客晚
间观看博物馆的新期待，打造常态化延时开放
的实验型文化体验新空间。开放两年来，累计更
新展览9个，开展互动体验15项，举办研学活动
205场共计1012人次参与、公益讲座112场共计
3441人次参与，开发文创产品 20款，接待观众
47万人次。

在展览展示方面，选择观众常见的动物、植
物、矿物作为展品，便于观众理解和学习，培养
观众对自然的好奇心，展品注意常换常新。2022
年9月在矿石区新增专题“宝石山上有宝石吗”
和“大理岩和花岗岩”，12月上新目前国内博物
馆已知收藏展示的最大叶片标本董棕叶片标
本。2023年6月新增菊石展区和双垂鹤鸵、双吻
前口蝠鲼、百山祖冷杉等标本，11 月上新孔雀
石、芙蓉石等矿石区展品。2024年1月上新世界
最大种子海椰子标本，3月上新蓝孔雀标本。

在研学方面，推出常设研学课程和定制研
学课程。常设《探索恐龙世界》《大地瑰宝》《落
叶缤纷》等 8 个课程，定制课程则根据不同的
节日及馆内临时展览推出相应主题的原创课
程。研学课程基于 STEAM 素养、成长性思维、
主动性与自我导向等 12 大教育核心理念，通
过互动体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生
态保护理念。

在 IP 运营方面，以亲子家庭需求为导向，
打造特色文创品牌，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和艺术
性，强化市场营销策略，提升品牌认知度。如 IP
形象“猫头鹰博士”原创系列文创产品，包括抱
枕、贴纸、口罩、雪糕、徽章等，深受观众喜爱。

“开馆周年系列文创”荣获 2023 年浙江省博物
馆文创产品大赛金奖。今年新推出的“万物之
森”系列文具套装和“光年之外”陨石套装礼盒，
亦广受欢迎。

在宣传方面，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在微
信公众号、微博号、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集中发
布标识性信息，大幅提升了场馆知名度。2023年

“24小时博物馆”被评为浙江省文化和旅游系统
2022年度十大宣传案例。“浙江宣传”公众号等
将其作为服务公众的典型案例予以报道。

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夏丹荷认为，“24小时
博物馆”的实践探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
社会的一次有益尝试，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时
空限制，让市民能够方便地接触文化艺术瑰宝，
并以其丰富多彩的展览内容和便捷周到的服
务，实现了文化遗产传播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希
望博物馆继续保持创新活力，积极发挥创造力，
探索数智赋能，打造更加具有互动性、沉浸式的
展览。加强馆校互动，开发更多适合不同年龄段
的教育项目和趣味课程，让博物馆成为无界课
堂。积极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
扩大文化传播的辐射力。

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柳士发表示，浙江自然
博物院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博物馆运营模式
进行创新探索，为博物馆更好地服务社会提供
了经验和借鉴。中国文物报社希望与各博物馆
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
要求，积极发挥展示阵地和宣传阵地的双重宣
传效应，共同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的
人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浙江自然博物
院院长严洪明提出，文博场馆应积极回应观众
需求升级。

智能手机的普及深刻改变了观众的参观行
为和认知模式，民众阅读“喜好”产生新变化，信
息获取渠道迁移到移动端，“碎片化”阅读成为
新常态，年轻人更爱“有趣科学”新闻。据观众调
查和专家分析，当前公众对博物馆有“5个不满
意”，一是博物馆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关联度低；
二是博物馆变化少，人们缺乏再次走进博物馆
的理由；三是博物馆只发表权威性声音，不关心
公众的想法；四是博物馆创新少，公众很难在这
里自我表达，或者难以为历史、科学和艺术做出
自己的贡献；五是博物馆不是一个舒适的社交
场所，朋友之间很少有讨论想法的机会，更不要
说陌生人之间的社交。

博物馆进入掌上新时代，要积极回应观众
需求升级。一是更大力度加强文物活化利用，发
挥科技和市场优势，唤醒更多沉睡的文物，提供
更好的体验，创造更好的产品，推动更多文物元
素融入生活、融入产业；二是更大力度提升文博
场馆服务水平，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优
质博物馆资源向社会、基层和网络空间延伸，为
更多群众提供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三是
要强化教育功能，利用博物馆丰富独特的资源
优势，广泛开展各项教育活动，深化馆校合作机
制，加强历史知识、艺术审美和科普教育；四是
要扩大开放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
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
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博物馆让观众喜欢看，看得懂，看得久，看
出名堂，为美好生活赋能，打造“人民满意的文
博场馆”，需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办馆
理念，积极回应观众需求升级，充分发挥教育功
能，为在地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发展服务。也需
要强基固本，加强学术研究和文物展品阐释，挖
掘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浙江自然博物院推出高质量文化产品供
给，满足观众参与教育活动、社交联谊、智性休
闲等需求。如推出馆校合作“认识身边的矿物岩
石”研学活动、博物馆奇妙夜之自然探索亲子课
程、《青山绿水我的家》《科学大作战》等科普剧，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有趣活动，引起观众的情感
共鸣。

浙江自然博物院积极回应“扩大开放交
流”，精心策划展览“走出去、引进来”。2024年
3月至 9月，在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举办“博物
绘——浙江自然博物院典藏展”；5月“第 59届
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获奖作品巡展·中国
站”在浙江自然博物院杭州馆展出；6 月至
2026 年 2 月，与澳门科学馆合作举办“生物多
样性专题展览”；9 月至 2025 年 2 月，将与日本
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联合举办“浙江·福井恐
龙大展”；10 月至 2025 年 10 月，还将在美国洛
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合作展览“中国的矿
物展”。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促进了观众深度体验，
未来博物馆应更加关注推进自身变革，主动融
入现代科技和当代生活，实现业内业外资源共
享，国内国外交流结合，线上线下开放交互。

山西博物院公众服务部主任李平以山西博
物院为例，对促进馆校共建合作模式创新与升
级提出思考与建议。

山西博物院通过分众化、体系化、多维度
的视角积极实践馆校共建。首先在面向中小学
的博物馆教育中，山西博物院的“双师工坊”和

“数字化课程”两个项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
成为山西博物院服务中小学博物馆教育可持
续发展的有力抓手。其次是面向高校的博物馆
教育，科研课题的馆校共建是山西博物院和高
校双方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形成合力，提升整
体研究水平的必然选择。2021 年以来，山西博
物院与山西大学科技史考古研究所合作《陶寺
遗址出土音乐文物声学测量与初步分析》研究
课题；与山西省艺术职业学院共同策划演出了

《家书里的初心》舞台情景剧、“让历史照亮未
来”主题活动；与吉林大学合作开展一系列社
会实践活动，包括《观众参观行为的调查与分
析》等学术课题。第三是国际化馆校共建模式，
2017 年山西博物院先后与 55 个国家、地区的
数百名来华留学生，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主题的实践活动，还与山西大学国
际教育交流学院、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进行了合
作共建。今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法国巴黎高
等学院总裁一行于 3月访问山西博物院，在文
物保护利用、数字虚拟技术、博物馆运行管理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除此之外，山西博物院还与巴基斯坦奎德
阿萨姆大学在联合办展、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
了共识，积极探索深度参与博物馆领域国际治
理新路径。山西博物院以分众化、专业化、数字
化和国际化的教育理念，通过系统整合利用博

物馆教育资源，打造了具有山西区域文化特色
的中外教育课程、研学品牌和科研项目，实现
博物馆教育的多维度资源共享，创建优势互补
的馆校共建新格局。

当前博物馆的馆校合作依旧面临着一些
困惑：一是教育资源的整合。博物馆和学校拥
有的资源有所不同，如何将双方教育资源有效
整合，实现优势互补，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保
障。二是教育理念的融合。博物馆注重的是实
践性、体验性教育，而学校更加注重的是课堂
教学和考试成绩。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点，实现教育理念的融合，需要馆校双方长期
在实践中不断磨合；三是合作模式的创新。传
统的合作模式比较单一，如何创新合作模式，
拓展合作领域，提高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需要
不断思考与探索。博物馆馆校合作还需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面对挑战，加强教育理念的交流，
探索更加个性化的合作机制，实现合作模式创
新与升级。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馆长陈刚以“小小工
美馆，与你不见不散”为切口，提出对教育活动
要用心下足绣花功。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杭州中国刀剪剑、扇
业、伞业博物馆）坐落于京杭大运河之畔。近年
来，工美馆持续在赓续运河文脉、弘扬工匠精
神、增进民生福祉、展示国家形象等方面实践
深耕和探索创新，通过创新理念、路径、机制努
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于 2023年获评浙江省最具创新力博物馆
称号。

作为公众的第二课堂，工美馆一直高度
重视教育工作，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
通过各类教育活动、主题展览，努力打造“儿
童友好型博物馆”。为提升博物馆文化输出质
量，满足少年儿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工美
馆设 650 平方米青少年体验专区“小小工美
馆”，是一次“馆中馆”的全新尝试，是专门为
青少年群体打造的公共体验空间，天真烂漫
的空间设计、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深入浅出
的教育课程，带孩子们步入工艺美术的奇妙
世界。

展陈设计趣味童真。一设多媒体区“工美万
花筒”，提取馆藏精美纹样，采用数字化手段打
造大视觉、浸入式的空间，形成琳琅满目、精品
荟萃的奇妙参观体验；二设沉浸式互动体验区

“趣玩寻艺记”，以儿童第一视角“寻艺探险之
旅”为主线，串联四个模块主题展区，每个主题
区均设置互动台，增加观展趣味性及互动性；
三设综合教学服务区“探索大本营”，集图书阅
览、主题活动、成果展示、文创于一体的多功能
活动区。

场馆运营有序多样。一是开设四大原创研
学课程，根据小小工美馆的陈列展示内容，结合
工美馆基本陈列内容，把工艺美术及非遗技艺
以研究性学习、创造性探索的形式呈现给青少
年，在互动体验中学习成长；二是举办丰富的主
题活动，在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母亲节、教师
节等节点，推出多元化、多种类、多层次的公益
讲座及公益活动，吸引人气，带动馆内其他项
目；三是开发衍生文创，使用小小工美馆品牌，
推进现代工艺与传统手工艺相互融合，对文创
产品进行设计开发，并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及美
观度。

服务定位面面俱到。一是趣味解读满足儿
童需求，加强儿童群体的参观体验感，展示内容
与基本陈列相符，以青少年的视角进行解读，扩
大展览受众群体；二是夜间开放满足参观需求，
馆中馆独立于基本陈列，既保证了博物馆的展
品安全，又以最低的投入成本，满足了博物馆夜
间开放的条件，延长了开放时间，带来服务上的
提质增效；三是灵活经营满足差异化需求，丰富
多样的公益活动、灵活机动的互动体验、量身定
制的研学课程、性价比高的课程套餐给观众更
多选择。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将以“小小工美馆”为
新的起点，在未来用心下足绣花功，以多元化、
科学化、品牌化为思路，继续推出兼具生动性、
多样性、广泛性的公共教育活动，不断优化文化
服务供给，有效推进传统技艺的社会普及教育，
为公众提供更多样的文化活动，为社会提供更
丰厚的文化滋养，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周婧景

主张为“教育活动藏品”正名，鼓励观众到博物
馆“动手”。

20 世纪中后期，博物馆工作重心逐步转
向教育。由于外部的需求攀升、内部的机构功
能分化和资源的优势彰显，实物已悄然被引
入教育活动中，并被冠之以教具、教育用品、
参考品、标本等名称。至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
交 ，国 际 上 将 其 统 一 为“Education Collec⁃
tions”，可译作“教育活动藏品”，即归博物馆
所有的，用于教育活动或互动展示并允许观
众触摸和操作的物品，由于易损耗应在保护
与监督下使用。

“教育活动藏品”概念界定始于 1996 年，
2014年美国博物馆联盟年会成为推动“教育活
动藏品”形成燎原之势的标志性事件。“教育活
动藏品”诞生至今已走过百余年历程，并在各类
博物馆尤其是自然历史类博物馆渐成气候，有
些甚至建立出规范的管理流程及制度，其特色
经验可分成三类。

一是重预防性保护。在日常养护方面，其一
重视环境控制，研发保存条件，广泛运用无酸
盒，并雇用维护员；其二组织修复培训，如丹佛
自然与科学博物馆、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修复工作多由经过培训的志愿者或实习生承
担。在保护下使用方面，首先是分级分类使用，
如美国费城率先模仿交通灯颜色对“教育活动
藏品”进行分级，其后被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
馆仿效并优化，当观众步入该馆展区，志愿者会
向观众介绍“教育活动藏品”的色码系统；其次
是组织培训，对象为借用或使用“教育活动藏
品”的教育人员、观众等。

二是重创新利用。在功能拓展方面，主要用
于馆内教育活动、互动展示、馆外推广与出借服
务。馆内教育活动多面向家庭、学生和残障人士
等。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曾将“教育活动藏
品”置于透明容器内，根据差异化的保护需求
对操作的开放程度进行等级区分，不仅鼓励观
众通过抽屉、橱窗展示进行感官体验，还鼓励
他们借助科学设备自由探索，甚至鼓励观众开
通个人在线账户和数字化工作记录本，将现场
体验延伸到线上空间。馆外推广和出借服务方
面，美国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洛杉
矶郡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收藏外借服
务和菲尔德博物馆的哈里斯外借服务中心最
具代表性。在类型创新上，有藏品中心、探索屋
和实物箱等。

三是重制度建设。在完善制度方面，德克
萨斯理工大学博物馆确定了管理“教育活动藏
品”的 7 个步骤：明确教育主题、确定最终收
藏、计算机编目、按统一方法放置、预防性保
护、定期清点和差距分析。在责任到人方面，应
将管理“教育活动藏品”的任务交付相应部门
及负责人。如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将任务赋予
科教组，并参照常规藏品设立“教育活动藏品”
经理。

建设博物馆收藏新机制可为创建“教育活
动藏品”提供依据和前提，故就此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归属问题的制度化。由教育部门负责
管理和使用“教育活动藏品”，记录和变动等操
作可由藏品部门培训或协助。同时教育部门可
增设一名“教育活动藏品”管理负责人，全面负
责“教育活动藏品”的规划、入库、编目、清点、
维护、更新等工作。二是管理流程制度化。可以
采取以下 8 个步骤：明确经费和主题，规定收
藏范围；多途径获得“教育活动藏品”；对“教育
活动藏品”信息进行计算机编目，创建可供管
理部门和观众使用的数据库；制定保护标准，
实施预防性保护；根据编号、位置定期清点；通
过差距分析补缺拓展；出借管理、使用培训；注
销申请与转赠。三是与现有藏品管理制度对
接。首先，向藏品部门借入的藏品虽可暂时用
于教育活动，但其仍为常规藏品。故“教育活动
藏品”的来源主要有教育活动开发时配套采
购，或捐赠中经鉴定不宜纳入常规藏品的，及
展览结束后的非馆藏藏品，如展厅中用于互动
的复制品。其次，要明确经费和场地以为“教育
活动藏品”的创建奠定物质基础，根据最新颁
布的《文物事业单位财务制度》现阶段可将其
纳入固定资产。

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积极回应观众需求

72024 年 7 月 30 日 专 题主编/何薇 责编/何薇 校对校对//甘婷婷 美编美编//马佳雯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6191 本版邮箱：wwbshoucang@163.com

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开放两周年总结交流暨博物馆教育功能研讨会

“24小时博物馆”夜景

观众参观“24小时博物馆”

“24小时博物馆”研学课程

浙江自然博物院党委书记、院长严洪明作主旨报告

“24小时博物馆”教育活动藏品

浙江自然博物院《科学大作战》科普剧

山西博物院馆校共建课程

“小小工美馆”研学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