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素质教育理念的发展和文旅融合背景下，我国
研学旅行行业快速发展。连续出台的文化政策引领文
博研学启航，为新时代博物馆研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环
境。与此同时，在“双减”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
下，博物馆研学正作为一种时下潮流革新着公共文化
服务模式，成为研学细分市场中新的增长点之一。

重视公众需求，强调观众服务，履行社会责任，
强化公共文化机构属性，是博物馆的共同追求。为不
断满足公众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推出更多层次
丰富、质量上乘的研学产品，博物馆不断探索推陈出
新的策略。讲解作为博物馆工作中的一个传统领域，
也是发挥社会教育功能的基本形式和提供公共服务
最直接、重要的手段之一。在博物馆研学热持续高涨
的今天，以讲解为行业主导的传统社教业务面临转
型升级的新挑战。如何发挥既有优势，与时俱进，融
创出契合新的教育形态的研学产品？面对文博研学
这一新课题，如何才能实现新时代社会教育工作的
可持续性发展？

讲解衍生产品助益研学教育

“研学”是“研学旅行”或“游学旅行”的简称。跻
身研学市场，新时代博物馆社教产品更需要精耕细作
和突破创新。事实证明，博物馆研学发挥传统优势，深
耕讲解资源，理顺讲解与研学之间的转化链路，从内
容、资源、形式、人员理念等方面出发，在利用讲解衍生
品助力研学教育方面有着诸多有益尝试。

讲解内容向科普读物转化
近年来，部分博物馆在研学旅行背景下，在讲解

衍生品开发、业务转化或基于研学课程研发的科普
读物方面有所推进。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北京四中合作推出了适用于
中学生的研学丛书——《中学生博物之旅·古代中
国》，涵盖读本、学习手册、教师手册一套三册。这套
研学产品的开发立足于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作为导览式系列丛书，它的开发和应用是对日常讲
解工作的一次优化和成果化。在研创思路上，尝试将
科普输出的受众目标从面向所有听众向特定学生群
体转移；在内容开发上，从导览词中汲取素材，注重
文本的专业性、语言的科普性、内容的阐释性和要素
的关联性；在测验环节，充分综合文博和教育优势资
源，通过馆校合作的方式经过多轮测评后，最终正式
衍生出“通识读本＋展厅用书＋课堂教学用书＋线
上视频课程”这一研学产品，垂直投入到中学生“七
个一”研学实践中（图1）。

类似地，上海博物馆基于常设专题展的讲解教
育推出面向少儿研学的系列“探索手册”；由成都博
物馆讲解员担当文字作者和插画形象的《探秘古蜀
国：儿童历史文化百科绘本》强调“阅读和行走可以
完美结合”。各博物馆在挖掘讲解资源助推研学工作
上下足功夫，诸多博物馆衍生开发的科普资料为线
上、线下开展青少年研学提供了依托。

讲解资源向品牌学程转化
综合实践课程也是近些年博物馆研学活动开展

的主要形式。在研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将讲解的形式
与内容课程化、体系化，应用于研学全周期，并塑造
了一批含金量较高的博物馆研学品牌。

基于综合调研的结果显示，研学体系缺乏可持
续的结构性运营，且内容碎片化严重。中国国家博物
馆在研学课程的统筹上，充分考虑系列研学项目的
可行性和可持续发展，研创“通史”“通识”品牌精品
课程（图2），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成熟的中华文明研
学教育体系和操作流程，在品牌和内容上展现出差
异化的行业竞争力。在此期间，充分调动讲解资源，
包括提供智力支持的人力资源、基本陈列和专题展
览全覆盖式的讲解导览资源等，设计开发博物馆研
学精品线路和课程，构建博物馆研学资源网络。系列
课程均包含展厅导赏、教室教学、实践探索、互动体
验等多维授课形式。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和知识
结构，逐渐形成多层次、多梯度的研学架构。

“护航计划”是首都博物馆“读城”展教品牌旗下一项
公益研学项目。讲解队伍采用“传帮带”的组织形式全程引
导学员，担任他们的研学导师。多款产品组合起来，最终汇
聚起“读城”这一具有品牌口碑、国民认知度和美誉度研学
项目。河南博物院转变研学策略，将90分钟研学课程“行走
河南·读懂中国之我与中原文化同行”丰富为 90天的研学
课程“博物馆里的成语典故”，课程由定制走向系列，并借
助“连锁”方式实现了院内、院外、全省联动的品牌格局。

讲解方式向多元场景转化
研学是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游”在其中不

可或缺。新时代博物馆研学教育基地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内
的展厅、多功能文化体验区，而是伴随着讲解形式多元发
展、讲解技能的提升逐渐扩展到考古工地、文化遗产、社区

等特定场景中去。
中国国家博物馆“公共考古营”（图 3）依托本馆

主持的重大考古项目，开发了针对青少年受众的研
学教育系列夏令营活动，是一项具有国博特色的研
学体验旗舰项目，使研学变得“可游、可看、可学、可
思、可评”。考古营包括田野调查、沿途探访、文化参
与和专家教学等方面。具言之，体验营的基础课程由
馆内考古方向的讲解人员导入，户外田野考察由考
古专家在遗址周边全程示范引导，学生身临其境体
验真实的考古发掘，沿途穿插开展考古讲座、库房参
观、遗址探访等内容并辅之以研学导师开发的契合
考古主题的教育体验课，最后以学生撰写讲词文本
验收教学成果。考古营的一大特点是打破时空壁垒，
真正实现了博物馆研学“游”的目标。传统展厅讲解
的方式迎来了新变化，面对“游中学”的新转向，考古
营特意在内容规划和形式编排上更契合研学主题，
从纯粹的语言输出到身临其境的深度体验，将导览
牌上的考古知识照进实际的考古现场。公共考古营
系列研学活动在传统宣教的基础上开创了公共文化
服务的新模式。

讲解培训向研学行业延展
博物馆将自身长期探索得到的教育实践经验及

成果以培训方式进行传授、传播，并在此基础上应用
到研学管理领域，例如对研学实施机构及其人员进
行培训和督导。此类培训一是可以充分发挥博物馆
讲解团队人才储备和经验优势，促进讲解技能和行
业规范向研学领域过渡；另外，得益于参与者更加广
泛，辐射面更广，这是由开展研学向管理研学在策略
上从有到优的转变；三是针对良莠不齐的研学产品，
博物馆管培可划定基准线，为研学质量把关，也为正
规可靠的研学实施主体保驾护航。

国家博物馆在对讲解工作研究的基础上，将社教
实践提炼为理论，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时代博物馆需
要什么样的讲解员》《研学导师素养培训》等培训模板，
并付诸研学实践（图4），对基金会、志愿者、学校等参
与研学工作的主体实施岗前培训，提升博物馆研学教
师的专业水准，促进研学课程和线路推广。对研学主体
的培训、审核、巡查、反馈机制的形成，为标准化、专业
化、规范化的博物馆研学提供了指南。

博物馆研学中教育者角色的转变

国内博物馆的研学活动从最初的枯竭贫瘠到现
在的枝繁叶茂，在研学产品衍生的过程中，其实“人”
的身份和角色也在同步衍变。博物馆研学迅猛发展
带来的新变化更推动了讲解员角色的转变。特别是
随着体验式、探究式教学理念的深入人心，博物馆已
不再是单线程向观众灌输知识和百科全书式地说
教，博物馆研学教育即讲解的观念也随之一去不返，
而是强调翻转视角与互动体验。因此，开发适合的研
学产品之外，寻求科学的策略成为一道必答题。这背
后有赖于“人”，人员角色的转换升级在讲解衍生品
助益研学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显得更加突出和迫
切，亦或许是一次契机。

近年来，“教育策展人”“阐释教育者”“释展人”
应运而生，博物馆社教由传统的讲解导览向“释展”
迈进，讲解员向“释展人”转型。所谓“释展”是将展览
学术化的思维转化为平民化的语言、将展览的深度
扩展成喜闻乐见的宽度、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层次的
观众传达展览思想、让观众读懂展览、欣赏展览、评
论展览、在他们心里留下展览。这与传统讲解导赏的
工作方式大相径庭，却与包括博物馆研学在内的综
合性的教育形态相契合。在这背后，变化的不只是教
学方式抑或岗位职衔，更是教育思路与职能定位。这
说明传统博物馆中，教育者作为博物馆“边缘人员”
的身份与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与转换，日渐成为博物
馆从权威声音转变为社会亲近者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以研学为契机，异军突起的研学浪潮
鼓励博物馆教育者重新审视自身业务职能，精进业
务能力，打破业务边界，成为博物馆教育工作的“多

面手”，破解讲解与研学之间的转化链路的创新动力正在
于博物馆教育者身份与角色的转型升级。唯有此，博物馆
原有的讲解资源才得以物尽其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研学
价值，激活其教育潜能。

从传统讲解到新时代研学，变化的是公众参观博物馆
的传统模式与博物馆展现文化创造性发展的新型方式。博
物馆逐渐从一种官方权威说教、观众处于被动地位的形象
转变为一个有趣的、参与式的伙伴。博物馆社会教育与科
普工作因研学深入公众，也在研学中让公众重识博物馆教
育。通过审视这一社教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以往围绕“物”
建立起来的传统博物馆教育正在向“以人为中心”的新博
物馆学视野下的博物馆教育转变，博物馆研学找到了创新
观众有效参与的途径，并将做得更好。

天下之脊太行山自北向
南绵延奔涌，行至今日河北
大茂山处转而西折。“曲阳”
因居于此山曲之南而得名。
曲阳是中国雕刻之乡，尤以
汉白玉石雕久负盛名。曲阳
石雕所用当地富产之白石，
温润如玉，纯净细腻，既易
受刀，又耐风化，属雕刻之
良材，被世间称为汉白玉。
自西汉以降，曲阳匠人因时
而创作，应运而发展，在佛
教造像、宫殿陵寝，乃至新
中国大型纪念工程等诸多
领域，服务于所处时代的需
求而又引领时代艺术、技术
之发展，以其特有的魅力和
活力延续两千余年而长盛
不衰。7 月 23 日，由中国国
家博物馆与河北省文化和
旅游厅、河北省文物局、保定
市人民政府、河北博物院、
曲阳县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的“惠世天工——河北
曲阳石雕艺术展”在国
家博物馆开幕。

展览为期三个月，
以“熠熠千年”和“古韵
今风”两个单元铺陈开
来，遴选了汉、南北朝、
隋唐、五代、宋元等时
期最具代表性的曲阳石
雕遗珍 48 件（套），同
时展出 91件当代曲阳
匠人与时俱进、独具巧
思的优秀石雕作品，全
面展示了曲阳石雕不
同历史时期的气象风
貌，系统反映了曲阳石雕的古今
传承、工艺技法和艺术创新。

曲阳石雕是过去的，也是
当代的，更是未来的。它连接了
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见证了当代工
艺大师正继续着刀与石的奇
迹。让我们跟随展览，一同
探索曲阳石雕的悠久历史
和深厚文化内涵，品味曲阳
石雕独特艺术魅力，感受那些
凝固在石雕中的历史瞬间。

王处直为唐末、五代时
期人，官拜义武军节度使，
为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
领，后其养子王都发动兵变，
王处直被软禁，直至去世。王
处直的墓葬形制、装饰保存
了晚唐墓葬传统，壁画、石
雕人像唐代特征浓郁。此墓
以青石砌筑，为壁画墓，是前
后两室的双室墓。墓室内满绘
各种内容的精美壁画，更为独
特的是在甬道、前后室用 18 块汉白玉
石浮雕出了武士、生肖、散乐、奉侍等几组雕刻装饰墙壁，给
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彩绘浮雕散乐图 五代 河北博物院藏（图1） 长136厘
米、高82厘米、厚23厘米 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王处直墓
出土 散乐图采用彩绘浮雕形式，表现了乐队吹奏表演的热
闹场面。图中共有十五位人物，右方领队的女子身穿男装，头
戴幞头，为乐队的指挥，其身边的两位舞者正在表演舞蹈。十
二名乐伎头梳高髻、簪珠花，身穿窄袖襦衫、抹胸，肩挎披帛，
长裙曳地，分别手持笙、箜篌、方响、筝、琵琶、筚篥（bì lì）、横
笛、拍板、座鼓等乐器。前列居中弹奏琵琶的女子发髻梳法较
繁杂，似为全队的核心人物。乐伎人物面容饱满，神情专注，
姿势各异，富有韵律感，真实再现了唐末五代时期乐舞活动
的场面，也反映了古代曲阳工匠高超的雕刻工艺。

彩绘浮雕奉侍图 五代 河北博物院藏（图2） 长136厘
米、高82厘米、厚23厘米 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王处直墓
出土 奉侍图描绘了一支由十四人组成的队伍。画中的侍女
们长裙坠地，动感飘逸，分为三队排列，有的举着障扇，有的
手持执壶、托盏、拂尘等各式生活用具，生动地表现了五代时
期贵族的日常生活。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五代 中
国国家博物馆藏（图 3） 高
113.5厘米、宽58厘米、厚11.7
厘米 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
村王处直墓出土 彩绘武士
像为一对，是王处直墓甬道
两侧的武士雕像，均是在长
方形的汉白玉上高浮雕而
成，整体风格一致。两武士
头戴兜鍪，顿项外翻，肩上
各立龙、凤，口中含一宝珠。
身着明光铠，下身腿裙较
长，直至云头靴面。双手拄

一柄环首长剑，分别立于麋
鹿、神牛之上。武士造型英
武，刻工精湛，色彩鲜艳，甚
至护项、山字形披膊、护臂、
束甲绊、抱肚等细节都有所
展示。

此对石刻目前均收藏于
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武士雕像

（肩 立 凤 鸟 ，脚 踩 卧 牛）于
2000 年出现在佳士得美国
纽约拍卖会，经中国政府
多方交涉，最终将其归还
中国。另一件武士雕像
（肩立青龙，脚踩麋鹿）
由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
生捐献给中国。

佛立像 东魏 定州
博物馆藏（图 4） 残高
149 厘米、宽 67 厘米、厚
31厘米 该造像为单尊佛
立像，颈纹两道，右手施
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
内着僧祇支，胸部束带，
带端下垂。外着上衣搭肘
式佛衣。下摆卷曲有三
重，边缘呈回曲状。肩部

和双腿间衣纹采用双
钩阴线技法。佛像背部
以单阴线刻衣纹。颈部
下方和腰部各有一长
方形孔，应是用来插

挂头光或背屏之用。该
尊佛像体型高大，身躯健
壮，雕刻考究精美，为东魏
造像中的杰作。

供养菩萨立像 北齐
—隋 定州博物馆藏（图
5） 高30.7厘米，座径5厘
米 定州市内出土 该尊
造像呈现的曲线美开启
了隋唐造像“一波三折”
身体造型的先河，被誉
为“东方维纳斯”，是我
国佛教造像中罕见的艺
术珍品。

比丘尼员度门徒等
造龙树屏成铺双弥勒佛坐

像 北齐河清元年（公元562
年）正定博物馆藏（图6） 通高

77厘米，基座长61.5厘米、宽38.5厘米 石家庄市藁城区北
贾同村建忠寺遗址出土 双弥勒并坐于须弥座上，半结跏趺
坐式。上身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后有舟形大背光，背光
上绘出圆形项光和火焰纹，佛两侧侍立两弟子；两胁侍菩
萨立于菩提树外侧的莲台上，两侧蟠龙缠绕。正中由两升
龙、两童子擎托一小宝塔。围绕七佛有六体飘逸而下的飞
天。须弥座下有站立的两童子，手托佛足。发愿文：“河清元
年八月廿日，建忠寺比丘尼员度门徒等上为国主檀越、边
方一切、七世西（息）忘（亡）、师僧父母、过去见在、缘际道
俗有形之背（类）敬造白玉弥勒趺坐像一身，通光夫三尺七
寸，愿使有缘之徒，生生世世值佛闻法，常住快乐。施地造
建忠寺主贾乾德。”

胁侍菩萨立像 唐 河北博物院藏（图7）残高158厘米，
加座高188厘米，底座直径38厘米 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
菩萨身材修长，颈佩三层项圈，帔帛至左胸挽结，下身着长
裙，衣褶层叠，裙上挂满精美华丽的璎珞，跣足立于仰莲台
上，丰满圆润，体态婀娜。其脖颈上的蚕节纹，上身华丽的项
圈、璎珞和帛带，富丽而贴体的长裙，给人一种雍容华贵、潇
洒飘逸的感觉，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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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与交流

图1“七个一”研学团在国博展厅翻看《学生手册》中的文
物地图

图3 公共考古体验营（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考古专家带
领营员深入探方考察

图2 学生通过VR体验古代中国“通识”系列课程

图4 对研学机构进行岗前技能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