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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and strateg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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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ublic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museums and schoo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By combining the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of museums with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an be stimulated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can be improved. However,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practice of museum and school education still has the problems of imperfect system and low resource utilization rate. 
Based on the practice situation, from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education content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discusses the museum and school education depth fusion path and strategy, put forward with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mod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assign as the core of th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education quality promotion provide theory and practic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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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实践路径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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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和公共教育的重要场所，与学校教育的融合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通过将博物馆丰富的文化资
源与学校教育的教学目标相结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综合素质。然而，目前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融合实践还
存在体系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本文基于实践现状，从资源整合、教育内容创新及合作机制构建等方面探讨了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和策略，提出以多元化合作模式和信息技术赋能为核心的优化建议，为促进教育资源的
均衡化和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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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对综合素质教育需求的提升，传统学校教育

模式已难以完全满足学生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博物馆作为文

化资源的重要承载者，拥有丰富的实物资料和历史知识，能

够为学校教育提供独特的学习体验与教育资源。近年来，教

育领域逐渐认识到博物馆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

及文化认同感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深

度融合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融合面临

着资源整合不充分、课程内容缺乏创新、合作模式单一等问

题。部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尚未完全开发，缺乏系统性和针

对性的教育设计；同时，学校对博物馆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未能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博物馆教育

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削弱了融合教育的实际效果。

本文旨在分析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从资源整合、教育内容创新及合作机制构建等方面探讨融合

实践的优化路径，并提出具体策略，为促进博物馆与学校教

育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2.1 资源整合不足
目前，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资源整合仍然存在诸多不

足。一方面，博物馆的教育资源开发程度有限，许多馆藏资

源仅停留在展示层面，未能充分挖掘其教育价值。例如，部

分博物馆缺乏与课程内容匹配的教育项目和材料，难以满足

学校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学校对博物馆资源的利用率偏

低，主要以参观为主，缺乏系统的教学设计和深度互动的环

节。此外，不同地区之间的博物馆资源分布不均，尤其是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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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区学校难以享受到优质的博物馆资源，进一步加剧了教

育资源的区域差距。

2.2 教育内容缺乏创新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核心在于教育内容的设计与

实施。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教育内容的创新性和针对性不

足。部分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形式单一，多为讲解或展示，难

以吸引学生的兴趣。例如，一些传统文化类博物馆的教育活

动仅停留在知识灌输层面，未能有效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和

学习特点。此外，学校对博物馆资源的课程整合能力较弱，

未能根据教学目标设计针对性的学习任务，导致学生在博物

馆学习过程中参与度不高、学习效果有限。

2.3 合作机制不完善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融合需要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

但目前两者之间的合作多为临时性或松散性，缺乏长效的协

同机制。例如，部分学校与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仅限于短期项

目，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支持。此外，双方在合作中的角色

定位和责任分工不清，导致合作效果难以量化和评估。同时，

缺乏政策和资金支持也是制约双方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原

因。许多博物馆因经费不足或人员短缺，难以开展大规模的

教育活动，也无法与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3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实践路径

3.1 加强资源整合与共享
实现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首要任务是加强

资源整合与共享。一方面，博物馆应加大教育资源开发力度，

设计多样化、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教育项目。例如，通过

数字化技术将馆藏资源制作成虚拟展览或在线课程，方便学

校教师和学生随时使用。这不仅能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

还能让更多学生通过线上平台接触到高质量的文化教育内

容，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学生。博物馆还可以开发多语言教育

资源，满足不同语言背景学生的学习需求，进一步扩大教育

覆盖面。另一方面，学校应主动加强对博物馆资源的利用，

通过开发校本课程或主题活动，将博物馆资源融入日常教

学。例如，在美术课中使用艺术类博物馆的高清画作资源，

或在科学课中结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和化石信息，让

课堂内容更具吸引力。此外，应建立区域性博物馆教育资源

共享平台，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优质资源在不同学校之间的

流通和共享，提升教育资源的均衡化水平。通过这一平台，

不仅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分配，还能为学校提供定制化的教

学服务，让博物馆教育资源真正成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

力量。

3.2 创新教育内容与形式
教育内容的创新是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关键。在

内容设计上，应以学生为中心，结合课程标准和学生兴趣，

设计互动性强、体验感高的学习活动。例如，可以结合历史、

地理或科学课程设计专题学习任务，让学生在实物观察和动

手实践中理解知识点。例如，在地质博物馆中开展“寻找化

石的奥秘”学习任务，学生通过观察化石、查阅资料和参与

模拟挖掘活动，深刻了解地质历史和科学探究过程。在形式

创新上，可以采用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增强学习的趣

味性和参与性。例如，在历史博物馆中开展“还原历史人物”

情景剧活动，让学生通过扮演历史人物深入理解历史事件，

这种活动不仅能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还能提高他们的表

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此外，充分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

技术手段，为学生创造沉浸式学习体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和探究欲望。例如，学生可以通过 VR 技术“进入”远古

世界，亲身体验恐龙生活的环境，或者通过 AR 设备“还原”

一座古代建筑的全貌，了解其结构特点和文化背景。这些技

术的应用，不仅能让学生获得难以通过传统方式实现的学习

体验，还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新能力，从而在知识学习

的同时培养综合素质。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将使博物馆

与学校教育的融合从“参观学习”转变为“互动体验”，为

学生带来更多启发和价值。

3.3 构建多元化合作机制
为推动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持续融合，应构建多元化

的合作机制。一方面，应建立政府、学校、博物馆三方协同

的合作模式，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学校和博物

馆共同设计和实施教育项目。例如，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

博物馆教育项目的开发与实施，为偏远地区的学校提供博物

馆资源支持。这些专项基金可用于支持博物馆开发创新性教

育内容、升级数字化设施、开展教育培训等，确保教育项目

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同时，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明确博物

馆与学校合作的具体目标和要求，为双方的长期合作提供制

度保障。

另一方面，应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例如定期举办

教育论坛或联合培训，加强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在教育论坛上，博物馆和学校可以分享各自的成功经验

和创新做法，共同探讨教育需求和改进方案；而通过联合培

训，博物馆教育人员和学校教师可以互相学习，了解对方的

资源优势和工作方法，从而更好地配合。此外，可以引入社

会力量参与合作，例如企业或公益组织资助教育活动，提升

合作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

4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优化策略

4.1 推动信息技术赋能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融合提供

了全新可能。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可以突破传

统博物馆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为学生创造更加灵活和个

性化的学习环境。例如，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博物馆虚拟展

厅，让学生能够在线参观和学习，实现远程教育资源的共

享。虚拟展厅不仅可以再现博物馆的馆藏实物，还能通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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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手段丰富展示内容，例如添加讲解视频、交互式问答和

详细的历史背景信息，让学生的学习体验更为生动。此外，

通过开发移动应用程序，将博物馆资源以音视频形式呈现，

可以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获取知识。例如，学生在课堂外可以

通过手机应用深入了解博物馆中的展品，弥补线下学习时间

的不足。

进一步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可以为个性化学习

提供支持。例如，基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设计智能学习

系统，通过数据分析推荐个性化学习内容，让学习更加高效。

例如，系统可以根据学生对历史、艺术或科学的兴趣，定制

推荐相关展品和学习活动，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参与度。此

外，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也可以为学生

带来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例如，在历史课中，通过 AR 技术

让学生“走进”古代建筑或文化场景，不仅可以激发学习兴

趣，还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通过信息技术赋能，博物馆与

学校教育的融合将能够在内容丰富性和教学效果方面取得

突破性进展。

4.2 加强师资培训与能力建设
教师是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重要实施者，其专业

能力直接影响融合实践的效果和深度。因此，加强师资培训

与能力建设，是优化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重要路径。学

校应通过定期组织专项培训，帮助教师熟悉和掌握博物馆资

源的特点和应用方法。例如，可以邀请博物馆专家为教师讲

解馆藏资源的历史背景和教育价值，提升教师对这些资源的

理解能力和教学运用能力。通过专题讲座和实地观摩，教师

可以了解如何将博物馆资源与学科课程有机结合，从而设计

出更具针对性和创造性的课程内容。

此外，博物馆教育人员的能力建设同样不可忽视。传

统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多以文物保护和展览设计为核心，缺

乏教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博物馆应为教育

人员提供系统的培训课程，使其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学校教

育的特点和需求。例如，通过与师范院校或教育机构的合作，

开设教学技能培训班，帮助博物馆教育人员掌握设计教学计

划、开展课堂互动等基本技能。

同时，学校和博物馆之间可以建立“互派机制”，让

教师和博物馆教育人员在对方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践。例

如，教师可以在博物馆参与教育活动的策划和执行，而博物

馆教育人员可以进入学校了解课堂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特

点。这种互派机制不仅可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合作，还能为

双方提供更多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教育融合的效果。通

过加强师资培训与能力建设，可以为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

提供更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推动双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5 结语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教育改革和文化传承

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博物馆和学校的合作潜力巨大。通

过加强资源整合，创新教育内容和构建多元化合作机制，博

物馆与学校教育融合的效果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尤其是在信

息技术的助力下，虚拟展览、个性化学习系统和沉浸式教学

手段的应用，可以让学生以更加灵活和高效的方式接触丰富

的博物馆资源，开拓学习视野。

与此同时，加强师资培训与能力建设，为教师和博物

馆教育人员提供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支持，可以更好地发挥两

者的优势，形成协同效应。此外，政府、学校、博物馆和社

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推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社会参与的

多元合作模式，为融合实践提供更稳定的保障和发展空间。

未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持续创新，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融合将迎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探索更

多的实践路径和优化策略，为学生创造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为教育公平和文化传承作出积极贡献，是我们需要持续努力

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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