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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低龄儿童是自然博物馆的主体观众之一ꎬ 已成为自然博物馆不可忽视的群体ꎮ 由于低

龄儿童的思维特点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ꎬ 故应注重引导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亲身体验和实际

操作进行科学学习ꎮ 笔者结合多年实践ꎬ 针对低龄儿童讲解提出 “六字法”ꎬ 即加、 减、 慢、
短、 动、 控ꎬ 并结合具体实例进行解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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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 年美国博物馆界著名文集 «新世纪

的博物馆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 提

醒大家重视博物馆的教育性ꎬ 认为 “若藏品

是博物馆的心脏ꎬ 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

魂”ꎮ[１]时隔 ３２ 年后ꎬ 我们再审视博物馆的教

育ꎬ 固然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ꎬ 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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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经典、 最传统、 最直接有效的博物馆教

育手段———讲解却越来越不受重视ꎬ 甚至开

始走下坡路ꎮ 究其原因有很多ꎬ 但不得不注

意的是ꎬ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ꎬ 人们对于博

物馆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ꎬ 博物馆的观众群

体悄然发生了变化ꎬ 之前的讲解形式和内容

已经不再完全适应现在的观众群体ꎮ

社会和人们公认儿童的年龄段为 ０ ~ １４

岁ꎬ[２]大家通常认为自然博物馆面对的儿童多

为小学生、 初中生ꎬ 但笔者在北京自然博物

馆展厅中对日常来参观的儿童观众进行了调

查ꎬ 结果让人很惊讶: 学龄前儿童占儿童观

众的 ７５ ８％ꎬ 而小学生和初中生仅占 ２４ ２％ꎮ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 ０~ ３ 岁的幼儿居然占儿

童观众的 ５３ ２％ꎮ 低龄儿童是自然博物馆的

主体观众之一ꎬ 已成为自然博物馆不可忽视

的群体ꎮ 如果吸引并服务好低龄儿童观众ꎬ

会使他们从小养成喜欢参观自然博物馆的习

惯ꎮ 反之ꎬ 如果丧失了这批小观众ꎬ 不仅是

博物馆的损失ꎬ 也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损

失ꎮ 因此ꎬ 博物馆对这一观众群体的研究尤

为重要ꎮ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 «３~

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的要求ꎬ 幼儿的

思维特点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ꎬ 应注重引

导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

进行科学学习ꎬ 不应该追求知识和技能的掌

握、 对幼儿进行灌输和强化训练ꎮ[３]自然博物

馆拥有丰富的生物标本模型ꎬ 是低龄儿童培

养科学探究思维的肥沃土壤ꎮ 对于自然博物

馆来说ꎬ 如何利用好这一文化平台ꎬ 凭借优

质资源优势让低龄儿童开心地走进博物馆ꎬ

受到自然科学的启蒙ꎬ 已成为摆在自然博物

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ꎮ 日常讲解是博物

馆实施其教育职能的一种重要方式ꎬ 符合低

龄儿童心理特征的讲解方式使儿童更容易接

受知识并且可以产生深刻的记忆ꎮ 笔者结合

多年实践ꎬ 针对低龄儿童讲解提出了 “六字

法”ꎬ 即: 加、 减、 慢、 短、 动、 控ꎮ

一、 “加”

(一) 添加易懂的描述

讲解的时候要经常使用一些描述性的词

语来加强讲解的效果ꎮ 如在讲解狐狸的时候

通常会说 “狡猾的狐狸”ꎮ “狡猾” 一词虽然

很常用ꎬ 感觉每个人都能理解其意思ꎬ 但在

讲解实践中发现很多儿童其实是不理解 “狡

猾” 的意思ꎬ 小朋友有时就会直接询问 “什

么是狡猾”ꎮ 因此ꎬ 在讲解狐狸的时候不要直

接用 “狡猾” 一词来形容ꎬ 而是使用例子去

帮助理解ꎮ 例如: “小朋友们ꎬ 狐狸抓兔子的

时候可有绝招啊! 它不会直接出击ꎬ 而是躲

在高草中ꎬ 前身不动ꎬ 从后面竖起自己的尾

巴ꎬ 轻轻地摆动ꎮ 兔子想去看看怎么回事?

等兔子放松了警惕前去查看ꎬ 狐狸这时从兔

子的身后发起攻击ꎬ 一下子就抓到它ꎮ 狐狸

确实很狡猾啊!” 讲解到最后才出现 “狡猾”

一词ꎬ 儿童才会深刻地理解ꎮ 讲解员还可以

再提示他们以后有听不懂的词ꎬ 可以直接告

诉讲解员ꎬ 讲解员会想办法举个真实的容易

理解的例子去解释它ꎮ

(二) 添加孩子的最爱

儿童每天都要接触很多新信息ꎬ 也有他

们最喜爱的事物ꎮ 如果给儿童讲解的时候总

用一些老例子ꎬ 肯定不能吸引他们ꎬ 所以要

经常添加儿童最喜爱的内容ꎮ 首先讲解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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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了解不同年龄的儿童都喜欢什么? 最近

在看什么动画片? 有什么最新的玩具? 如果

能把要讲解的内容和孩子们的最爱巧妙地结

合起来ꎬ 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例如: “偶蹄类” 一词过于专业ꎬ 直接抛

给孩子ꎬ 孩子难以理解ꎮ 不妨请孩子们喜欢

看的动画片的主角 “喜羊羊” 来帮忙ꎬ 引起

孩子们的兴趣: “小朋友们都喜欢喜羊羊吧!

你们有没有观察过ꎬ 喜羊羊有几根手指啊?

对了ꎬ 只有两个! 所以脚上有两个或四个脚

趾的动物就是偶蹄类ꎮ” 通过孩子喜爱的动画

角色去讲述相关的知识ꎬ 孩子们会记忆深刻ꎮ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ꎬ 例如: 用动画片 «海

绵宝宝» 讲多孔动物门的代表海绵ꎬ 用电影

«冰河世纪» 讲解猛犸象、 剑齿虎等冰河世纪

的代表动物ꎬ 用最新电影 «疯狂动物城» 中

不同角色的特点讲述不同动物的典型行为特

征等ꎮ

(三) 添加歌谣和故事

在多年的儿童讲解实践中ꎬ 笔者认为创

编有趣的歌谣和故事是非常吸引儿童的ꎮ 歌

谣有趣的内容、 明快的节奏都能吸引孩子ꎬ

在讲解到最后的时候歌谣还能起到总结复习

的作用ꎮ 例如: 讲解到井研马门溪龙的时候ꎬ

最后创编歌谣: “马门溪龙脖子长ꎬ 呆头呆脑

排成行ꎮ 四脚着地光吃素ꎬ 中国恐龙把名

扬”ꎮ 在讲解海马的特殊育幼行为时ꎬ 为了让

孩子们印象深刻ꎬ 创编歌谣: “小海马ꎬ 不是

马! 它和鱼儿是一家ꎮ 摇头摆尾吐气泡ꎬ 爸

爸把我养育大”ꎮ

讲故事ꎬ 也是给儿童讲解的重要方法ꎮ

讲好故事能使孩子们有身临其境的感受ꎬ 孩

子们通过记住故事来掌握相关的知识ꎮ 例如:

在讲解黄河象 (剑齿象) 的时候ꎬ 就可以用

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小朋友们注意: “小朋友

们ꎬ 你们听过黄河象的故事吗? 象爷爷不小

心掉进泥潭去了ꎬ 正等着我们去救它呢!” 这

样故事般的开场ꎬ 特别吸引孩子ꎮ 孩子们会

耐心地听完ꎬ 情绪跟着故事的情节有起有落ꎮ

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救象爷爷? 当讲到黄河

象最终没有成功获救ꎬ 不幸陷入泥潭的时候ꎬ

孩子们露出着急、 遗憾的表情ꎮ 那种表情至

今留在我的脑海中ꎮ 一则小故事却包含对黄

河象生活环境、 外形特征、 生存年代及伴生

的动物等知识的介绍ꎬ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ꎬ

也就愉快地记住了那些原本枯燥的知识ꎮ 讲

故事要注意语气多变ꎬ 饱含感情ꎬ 讲解员自

己先要走入故事的情景ꎬ 以真情动人ꎮ 很多

家长和小朋友听完这个故事后都哭了ꎮ 通过

感人的故事与观众达到 “共情”ꎬ 观众对所学

的知识也就印象深刻了ꎮ

二、 “减”

(一) 减去难记的数字

自然博物馆不同于人文历史博物馆ꎬ 所

讲述的演化事件时间跨度非常大ꎮ 从 ４６ 亿年

前地球的诞生到 １ 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开始ꎬ

在这其中就不免有很多难记住的数字ꎬ 比如: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出现在 ５ ４ 亿年前ꎬ 恐龙

生活的中生代是从 ２ ３ 亿年前到 ６６００ 万年

前ꎮ 再比如旅鸽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于 １９１４

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现在长江江豚的种群

已经数量不足 １５００ 头等像这样的地质年

代、 时间跨度、 具体年份、 种群数量等难记

的数字ꎬ 建议在给儿童讲解的时候尽量避免ꎬ

笔者曾做过调查ꎬ ９５％的低龄儿童都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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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中提到的数字ꎬ 所以这些难记的数字对

低龄儿童来说就是无效传播ꎮ

(二) 减去难读的人名

难读的人名对于儿童同样是无效的传播ꎮ

例如: １８７８ 年ꎬ 沙俄军官普热瓦尔斯基率领

探险队先后三次进入准噶尔盆地发现野马ꎬ

并于 １８８１ 年由沙俄学者波利亚科夫正式定名

为 “普氏野马”ꎮ 像 “普热瓦尔斯基” “波利

亚科夫” 这样难读难记的人名、 “ １８７８”

“１８８１” 这样的具体年份ꎬ 建议在给低龄儿童

讲解的时候尽量避免ꎮ

不仅如此ꎬ 有些描述人物成就、 单位、 职

称的信息ꎬ 建议在给低龄儿童讲解中也尽量避

免ꎮ 例如: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 中国

恐龙学之父、 北京自然博物馆首任馆长杨钟健

教授于 １９３８ 年在云南禄丰县发现了被称为

‘中华第一龙’ 的许氏禄丰龙ꎮ” 这段讲解词

突出了杨钟健教授对古生物学的贡献ꎬ 但是信

息量对于低龄儿童来说太多了ꎬ 那些描述杨老

成就的词语低龄儿童也根本记不住ꎮ 建议改

为: “小朋友们ꎬ 咱们中国人自己发现的第一

条恐龙ꎬ 是由杨钟健爷爷在云南发现的!” 介

绍的信息不多ꎬ 语气也很亲切ꎬ 容易记忆ꎮ

(三) 减去难懂的词汇

在自然博物馆做讲解工作ꎬ 避免不了要

遇见大量的专业名字ꎬ 如蜥臀目、 多孔动物

门、 半索动物、 孑孓等ꎮ 在给低龄儿童讲解

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这些难懂的词汇ꎬ 能不讲

就不讲ꎬ 或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ꎮ 例如: 多

孔动物就是浑身都是窟窿眼儿的动物、 孑孓

就是蚊子的小宝宝等ꎬ 有时甚至可以把 “喜

欢吃植物的” 改为 “爱吃菜的”ꎮ 在给低龄

儿童讲解的时候ꎬ 不要太过注意科学的用词ꎬ

而是首先让他能尽量听得明白ꎬ 尽量使用他

们的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词汇ꎮ

难懂的词汇不仅包括这些专业的名词ꎬ

还包括那些 “高级” 的词ꎬ 如 “人迹罕至”

“渺无人烟” 等书面语ꎬ 将它们尽量改为

“没有人的地方” 这样的口语ꎬ 低龄儿童才能

理解ꎮ

三、 “慢”

(一) 讲解的语速慢

正常的语速在每分钟 ２００ ~ ３００ 个字ꎬ 而

讲解员给低龄儿童讲解的时候应尽量放慢语

速ꎬ 每分钟保持在 １００ ~ １５０ 字ꎮ 每讲完一段

一定要看看儿童的反应ꎬ 给他们几秒钟的反

应时间ꎬ 注意观察小朋友的表情ꎬ 确定听懂

后再进行下面的讲解ꎮ

(二) 提问的语速慢

提问是儿童讲解中重要的技巧ꎬ 设问、

反问、 自问自答都是常用的技巧ꎮ 但是往往

讲解员提出问题的语速很快ꎬ 小朋友们还没

有反应过来问题就过去了ꎮ 提问是为了强调

重点或复习讲过的内容ꎬ 在给儿童讲解的时

候ꎬ 一定要放慢提问的语速ꎬ 确认小朋友听

清了问题再向下进行ꎮ

(三) 重复的语速慢

重复是儿童讲解中不可缺少的环节ꎮ 儿

童认知特点的研究成果表明ꎬ 一个知识点的

学习和掌握通常要重复 ３ 次ꎬ 重复的时间、

方式对儿童能记住所学知识的多少影响很

大ꎮ[４]实践证明ꎬ 有效的重复时段是: 刚讲完

一个知识点后马上重复一次ꎬ 讲解中段时再

重复一次ꎬ 讲解结束前再重复一下ꎮ

重复的方式不仅仅是语言的重复ꎬ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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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肢体动作或提问方式ꎮ 重复的内容通常是

最重要的ꎬ 所以重复的时候语速一定要放慢ꎬ

突出重点的时候要声音洪亮ꎬ 有节奏变化ꎮ

四、 “短”

(一) 选用句子短

多年的讲解经验告诉我们ꎬ 低龄儿童是

很难理解较长的句子的ꎬ 往往一句话还没有

说完你就发现他已经走神了ꎬ 这个时候讲解

员要马上注意修改自己的表达方式ꎬ 将较长

的句子改成较短的句子ꎮ 例如平时我们讲解

海参的时候会这样介绍: “观众朋友们ꎬ 海参

有一种奇特的行为来躲避天敌的捕食ꎮ 因为

海参长得圆圆滚滚的ꎬ 运动起来非常不灵活ꎬ

所以天敌来捕食的时候根本逃不掉ꎮ 这个时

候ꎬ 海参会一下喷出自己的内脏ꎬ 从而迷惑

敌人借机逃之夭夭ꎮ 经过几周的时间ꎬ 海参

又会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继续生活ꎬ 是不是

非常神奇!” 但是这样一段话并不适合低龄儿

童ꎬ 我们可以尽量缩短句子ꎬ 将它变为: “小

朋友们ꎬ 海参可好玩啊! 它胖ꎬ 敌人来了跑

不动ꎮ 怎么办? 有办法! 噗一下ꎬ 把心、 肝、

肠子都喷出来ꎬ 吓唬敌人ꎬ 赶快逃跑! 十几

天后ꎬ 它们又长出来新的心、 肝、 肠子ꎮ 这

招厉害吧!” 听起来修改后的讲解词过于简

单ꎬ 好像也不太严谨ꎬ 但经过实践ꎬ 这是孩

子们喜欢的、 容易理解和记忆的ꎮ

(二) 使用词语短

给儿童讲解ꎬ 尤其是给低龄儿童讲解ꎮ

一定要注意讲解观念的改变ꎬ 不是一定要讲

什么科学知识、 讲多长时间、 讲多少件展品ꎬ

更不能不动脑筋直接就把讲解词照搬出来ꎮ

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何吸引低龄儿童集中注意

力听、 有兴趣愿意多听一会、 简单的内容能

记得住ꎮ 这时使用较短的词语是不错的选择ꎬ

例如: “快速地奔跑” 改为 “快跑”ꎬ “仔细

认真地听” 改为 “听”ꎮ

(三) 讲解时间短

通常我们的讲解时间是 ４５ 分钟至 １ 小

时ꎬ 但学龄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１

岁半的儿童只能集中注意 ５ ~ ８ 分钟ꎬ ２ 岁能

集中注意 １０ ~ １２ 分钟ꎬ ３ 岁则能已达 １０ ~ ２０

分钟了ꎮ[５]结合实际的讲解工作经验和自然博

物馆的儿童观众年龄特点ꎬ 建议将为低龄儿

童讲解的时间缩短到 １５~２５ 分钟ꎮ

缩短讲解的时间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思考:

首先减少每件展品的讲解内容ꎬ 其次是减少

讲解的展品数量ꎮ 已经固定的展线可以根据

儿童的兴趣重新排列组合ꎮ 例如: 原本 “古

哺乳动物展厅” 要向观众至少介绍 ８ 件标本ꎬ

而给儿童讲解的时候只介绍两件甚至是一件ꎬ

只把经典的黄河象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ꎬ 时

间不超过 １５ 分钟ꎬ 其效果就比讲到孩子们苦

恼听不下去要好得多ꎮ 因此ꎬ 要尽量地敢于

舍去一些展品ꎬ 减短讲解时间ꎬ 做到每一件

展品都精心设计针对儿童的讲解词ꎬ 逐字逐

句地分析ꎬ 并通过多次的实际讲解修改完善ꎮ

五、 “动”

(一) 讲解员自己动

在给儿童讲解的时候如果严肃认真、 一

本正经ꎬ 可能会把孩子吓跑了ꎮ 要和蔼可亲

地为儿童讲解ꎬ 有时可以蹲着或处在与儿童

一样的视线高度去讲解ꎬ 这样小朋友们才会

感觉亲切ꎮ 更重要的是ꎬ 一定要加入一些动

作ꎬ 这会非常吸引他们的注意ꎮ 例如ꎬ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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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恐龙下蛋的时候ꎬ 会为小朋友们模仿

恐龙下蛋的动作: 把屁股朝向巢ꎬ 一次下两

个ꎬ 一点一点转着圈地产蛋ꎮ 每次模仿的时

候孩子们都看得全神贯注ꎬ 效果非常好ꎮ

(二) 多和观众互动

不仅讲解员要自己多动ꎬ 还要引导小朋友

们参与互动ꎮ 例如在讲解地层知识的时候ꎬ 中

生代的三个纪 “三叠纪” “侏罗纪” “白垩纪”

很抽象、 难以理解ꎮ 这时笔者会充分调动小朋

友一起互动来理解掌握ꎮ 比如: “请小朋友们

横着伸出三根手指ꎬ 这就代表地层啦! 根据地

层的形成规律ꎬ 年代最老的地层埋在最下面ꎬ

较新的地层埋在最上面ꎮ 所以我们的无名指就

是三叠纪ꎬ 中指就是侏罗纪ꎬ 食指就是白垩

纪ꎮ” 充分调动小朋友和讲解员一起互动ꎬ 小

朋友就能很快地理解并记住相关的知识ꎮ

(三) 调动观众之间的互动

有时仅仅讲解员自己多动ꎬ 讲解员与观

众之间多互动还是不够的ꎮ 我们还要想方设

法让观众之间互动ꎮ 例如: 在笔者讲解龙虾

迁徙的时候会一只一只首尾相连前进ꎮ 这时ꎬ

就让观众排成一行ꎬ 一个一个搭着肩膀模仿

龙虾的迁徙行为ꎮ 又如ꎬ 在讲解翼龙是否属

于恐龙问题的时候ꎬ 之前先做一个观众间的

互动: “请同意翼龙是恐龙的站在讲解员的左

侧ꎬ 同意翼龙不是恐龙的站在讲解员的右侧ꎬ

同意翼龙与鸟类起源有关的站在讲解员的中

间ꎮ” 然后观众之间进行简单的辩论或陈述ꎬ

共同参与讲解活动ꎮ 观众间打消陌生的氛围ꎬ

开心的互动更有助于之后的讲解工作ꎮ

六、 “控”

(一) 控制场面纪律

给低龄儿童讲解的时候ꎬ 讲解的现场纪

律尤为重要ꎮ 如果纪律不能保障ꎬ 讲解活动

很难进行下去ꎮ 要想控制好现场ꎬ 硬性的要

求和严厉的批评肯定是不行的ꎬ 可以尝试如

下方法:

首先ꎬ 可以在讲解活动之前和小朋友商

量一个 “口令”ꎮ 例如: “小朋友们ꎬ 当你听

到讲解员说 １、 ２、 ３ 的时候ꎬ 请你说 ‘请安

静’!” 有了这样的 “口令”ꎬ 场面就很好控

制了ꎬ 孩子们会乐此不疲地响应这个 “口

令”ꎬ 还会提醒新加入的小朋友要安静ꎮ

其次ꎬ 可以准备一些小贴纸ꎬ 讲解结束

后发给小朋友们作为认真听讲解的小奖励ꎮ

最后ꎬ 要敢于中断自己的讲解ꎬ 不要凑

合着完成讲解ꎮ 当讲解过程中场面纪律确实

不好的时候ꎬ 要敢于停止自己的讲解ꎬ 表现

出伤心的表情ꎬ 告诉孩子们自己的感受ꎮ 小

朋友是天真善良的ꎬ 往往真实情感的表达能

更好地控制讲解的场面纪律ꎮ

(二) 控制情绪波动

儿童的情绪波动很明显ꎬ 心理的活动往

往会表现在脸上ꎮ 在给低龄儿童讲解的时候ꎬ

要注意观察儿童的情绪变化ꎮ 当有儿童出现

急躁、 不耐烦、 委屈、 不高兴等情绪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疏导ꎮ 首先ꎬ 可以用眼神和语气

语调来提示小朋友注意自己的情绪ꎮ 其次ꎬ

可以给有情绪变化的小朋友设计一个非常简

单的问题ꎮ 因为有些时候儿童的情绪变化是

因为自己觉得受冷落、 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ꎬ

所以马上给他关注ꎬ 他的情绪就会有好转ꎮ

最后ꎬ 如果不能及时地处理孩子的情绪变化ꎬ

可以提示周围的家长ꎬ 请家长单独处理ꎬ 这

样才能不影响整体讲解活动的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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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控制不良习惯

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ꎬ 越来越多的低龄

儿童来到博物馆学习参观ꎮ 笔者认识到ꎬ 培

养孩子们文明参观的习惯比过早地传授自然

科学知识更重要ꎮ 因此ꎬ 在日常的讲解中控

制不良的习惯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在日常讲解

活动中经常碰到大声尖叫、 边吃零食边听讲

解、 直接触摸展品甚至损坏展品、 拍打展柜、

相互拥挤等现象ꎬ 此时讲解员一定要控制不

良习惯的发生、 停止科学知识的讲解ꎮ 为此ꎬ

笔者还创作了 «自然博物馆文明参观歌谣»:

“来参观ꎬ 要安静ꎻ 跑闹吃喝易生病ꎮ 仔细

看ꎬ 认真听ꎻ 学到知识真高兴ꎮ” 并在每次讲

解的开头或结尾分享给小朋友和家长ꎬ 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ꎮ

以上是笔者有关自然博物馆低龄观众讲

解的一些思考及总结ꎬ 不当之处ꎬ 请同仁批

评指正ꎮ 总而言之ꎬ 博物馆的讲解员一定要

发现观众群的变化ꎬ 从容面对ꎬ 放下自己的

身段ꎬ 和小观众们打成一片ꎬ 真正走进他们

的内心世界ꎬ 了解他们的需求ꎬ 用耐心和技

巧去培养博物馆未来的主力观众ꎬ 去呵护孩

子们珍贵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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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湿地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拟召开 ２０１７ 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湿地博物馆专

业委员会拟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额

尔古纳市召开 ２０１７ 年学术研讨会ꎬ 会议主题

为 “博物馆教育与跨界融合”ꎬ 包括两个

议题:
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教育是以实物组

成的陈列及其他辅助形式对观众进行的直观

教育活动ꎬ 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职能ꎮ 博物

馆通过开发教育项目ꎬ 建设教育资源库和项

目库ꎬ 加强课程教材中博物馆教育有关内容ꎬ
实施流动教育项目ꎬ 实施远程教育和网络教

育ꎬ 加强博物馆教育资源统筹ꎬ 建立中小学

生利用博物馆学习的长效机制等工作推动博

物馆教育活动的开展ꎮ
博物馆跨界融合———将文化创意和时尚

业与博物馆结合ꎬ 将服务业和旅游业与博物

馆结合ꎬ 甚至将相关产业与博物馆结合ꎬ 建

立传统经典文化与新兴产业之间的联系ꎮ 跨

界融合就是让博物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ꎮ

(来源: 中国湿地博物馆官网)

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