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代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 向参与性、 变革和

跨学科演变

　 　 爱德华多马丁内斯　 文　 霍菲菲　 译①

①　 爱德华多马丁内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顾问ꎬ 博士ꎻ 研究方向: 科学中心 /科技博物馆知识传播管理ꎬ 科技创新战略规划ꎻ Ｅｍａｉｌ:
ｅ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ｐｏｌａｒｉｓ￣ｅｄｕ ｏｒｇꎻ 本文翻译出版已获得作者授权ꎮ

霍菲菲: 中国科学技术馆讲师ꎻ 研究方向: 科技馆理论与实践ꎻ 通讯地址: 北京朝阳区北辰东路 ５ 号ꎻ 邮编: １０００１２ꎻ Ｅｍａｉｌ: ｘｃｆｅｉ０１０
＠ １２６ ｃｏｍꎮ

　
引用格式: 爱德华多马丁内斯. 第四代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 向参与性、变革和跨学科演变[ Ｊ]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ꎬ２０２１(４):６２－７０.

[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ꎬ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２１(４): ６２－７０.] .ＤＯＩ:１０.１９６２８ / ｊ.ｃｎｋｉ. ｊｎｓｍｒ.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９

【摘要】 本文分析了全球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漫长且充满挑战性的演变过程ꎮ 第一代科技

博物馆以收藏 “历史珍宝”、 科学仪器、 原创机械制品和技术设备为主ꎻ 第二代科学中心和

科技博物馆同时注重被动接受及互动性ꎻ 第三代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变得更加充满活力ꎬ

侧重于以参观者为中心ꎬ 倡导互动体验ꎮ 正在逐渐发展起来的第四代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

馆则注重参与性、 变革、 跨学科、 虚实结合ꎬ 融科技、 生态、 人文及艺术为一体ꎬ 推崇在

一个有主动意识、 注重参与、 博学多识并具有科学素养的社区中围绕展品进行创造性的探

究、 实验、 创新、 讨论、 学习以及举办活动ꎮ

【关键词】 博物馆ꎻ 科学ꎻ 参与ꎻ 变革ꎻ 跨学科

　 　 一、 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

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的出现是现代知识社

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ꎬ 促使科技

知识与社区 (和个人) 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方

式ꎬ 有助于人们理解日常现实和科技知识的本

质ꎮ 互动型展览通过让公众认识科学技术的抽

象概念和实用价值ꎬ 使得科学和技术更贴近现

代日常生活ꎮ

在许 多 发 达 国 家 ( 欧 洲 国 家、 北 美 国 家、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和发展中国家ꎬ 有数

百个 科 学 中 心 和 科 技 博 物 馆ꎮ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包括:

• 旧金山探索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ｍꎬ 位于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ꎬ 参见 ｗｗｗ.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ｍ.

ｅｄｕ)

• 德意志博物馆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Ｍｕｓｅｕｍꎬ 位于

德国慕尼黑ꎬ 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博物馆ꎬ 展

出了 ５０ 个科技领域的 ２８０００ 件展品ꎬ 参见 ｗｗｗ.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ｍｕｓｅｕｍ.ｄｅ)

• 林 茨 电 子 艺 术 中 心 ( Ａｒ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

Ｃｅｎｔｒｅꎬ 位 于 奥 地 利 林 茨ꎬ 参 见 ｗｗｗ. ａｒ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ａｒｔ)

• 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ｒ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ꎬ 位于德 国 卡 尔 斯 鲁 厄ꎬ 被 誉 为

２６



“电子或数字的包豪斯设计学院①”ꎬ 参见 ｗｗｗ.

ｚｋｍ.ｄｅ)

• 伦敦科学博物馆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ｕｓｅｕｍꎬ 位于

英国伦敦ꎬ 参见 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ｕｓｅｕｍ.ｏｒｇ.ｕｋ)

• 创 新 科 技 博 物 馆 ( Ｔｈｅ Ｔｅｃｈ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ꎬ 参

见 ｗｗｗ.ｔｈｅｔｅｃｈ.ｏｒｇ)

• 赫尤里卡科学中心 (Ｈｅｕｒｅｋａꎬ 位于芬兰

赫尔辛基ꎬ 参见 ｗｗｗ.ｈｅｕｒｅｋａ.ｆｉ)

• 宇 宙 盒 科 技 馆 ( Ｃｏｓｍｏ Ｃａｉｘ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ｕｓｅｕｍꎬ 位 于 西 班 牙 巴 塞 罗 那ꎬ 参 见 ｗｗｗ.

ｃｏｓｍｏｃａｉｘａ.ｏｒｇ / ｅｓ / ｍｕｓｅｏ￣ｃｉｅｎｃｉａ￣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 安大略科学中心(Ｏｎｔａｒ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ꎬ

位于加拿大多伦多ꎬ参见 ｗｗｗ.ｏｎｔａｒ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ｒｅ.

ｃａ)

就参观者数量而言ꎬ 以下是世界上最受欢迎

的文化机构②: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隶属于史密

森尼学会): 每年 ７００ 万参观者

• 上海科技馆: 每年 ６５０ 万参观者

• 伦敦科学博物馆: 每年 ３００ 万参观者

• 德意志博物馆: 每年 １５０ 万参观者

• 哥白尼科学中心 (华沙): 每年 １００ 万参

观者

近年来ꎬ 科学技术普及的重点是将科技知识

和价值观进行整合ꎬ 作为民族文化、 社会意识

和集体智慧的核心组成部分ꎮ 这反过来又需要

一个向所有行业人员传播科技知识的过程ꎮ 普

及科学技术的目的是让更多行业的人员迎接挑

战ꎬ 获取对普世认 知 的 满 足 感ꎮ 最 重 要 的 是ꎬ

让他们能够发挥想象力并共同构建未来的世界ꎮ

科学技术的普及也必须促进文化、 民族、 语言、

社会和经济的融合ꎮ 推动科学技术普及的活动

需要建立在跨学科对话和工作的基础上ꎬ 整合

不同领域的知识及不同的理论和方法ꎮ 普及科

学技术的活动必须有助于建立持续终身学习和

自学的原则ꎮ

信息储存、 检索和传播的技术水平日益增

强ꎬ 给社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ꎮ 科学技术普及

活动也需要把先验知识和信息从平庸、 肤浅、

短暂和不必要的知识及信息中分离出来ꎬ 这是

一项艰巨的任务ꎮ

二、 四代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

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的四个发展时代展现

了科技传播来源和目标与知识建构之间相互关

系的演变ꎮ 从陈列柜和收藏品到批判性或创造

性思维以及社区交流的内容ꎬ 科学中心和科技

博物 馆 的 目 标、 规 划、 研 究 方 法、 博 物 馆 学、

传播学及其与参观者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ꎮ

(一) 第一代: 科学和技术博物馆 (１７７１—

１９７０)

通过好奇心进行科学研究: 以物品为中心ꎬ

研究对象为静态展品、 陈列柜、 立体模型、 收

藏品和容器ꎮ 传统的科学、 自然、 技术、 工业

博物馆基本上是以收藏为基础ꎬ 工作由馆长主

持开展ꎬ 并得到多个领域背景 (如物理学、 天

文学、 天体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微生物学、

矿物学、 地质学、 古生物学、 分类学、 科学技

术史、 认识论) 的研究人员的支持ꎮ 这些博物

馆工作的重点和宗旨是保护和提升具有高科学

价值 的 藏 品ꎬ 以 及 对 城 市 精 英 的 科 学 启 蒙 和

教育ꎮ

传统博物馆大多倾向于展示科学史 (通过

老式的科学仪器) 或科学成果 (通过 “可操作

的” 设备)ꎬ 当代的科学机构、 实验室的日常活

３６

①

②

译者注: 包豪斯设计学院于 １９１９ 年成立于德国魏玛ꎬ 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ꎬ 是欧洲现代主义设计的中心ꎮ 它的

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的诞生ꎬ 对世界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包豪斯” 一词是德国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格罗佩斯)
创造出来的ꎬ “Ｂａｕｈａｕｓ” 由德文 “Ｂａｕ” 和 “Ｈａｕｓ” 组成 ( “Ｂａｕ” 为 “建筑”ꎬ 动词 “ｂａｕｅｎ” 为建造之意ꎬ “Ｈａｕｓ” 为名词ꎬ “房屋” 之意)ꎮ
由于包豪斯对于现代建筑学的深远影响ꎬ 今日的包豪斯早已不单是指学校ꎬ 而是其倡导的建筑流派或风格的统称ꎬ 注重建筑造型与实用机能合

二为一ꎮ
译者注: 中国科技馆 ２０１９ 年参观人数 ３８９ 万ꎬ 未列入其中ꎮ



动、 科学实践则很少在博物馆出现ꎮ 这一时期

比较有名的传统博物馆包括: 马德里自然科学

博物 馆ꎬ 建 于 １７７１ 年 ( 参 见 ｗｗｗ. ｍｎｃｎ. ｃｓｉｃ.

ｅｓ)ꎻ 伦敦科学博物馆ꎬ 建于 １８５７ 年ꎬ 前身为南

肯辛 顿 博 物 馆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ｕｓｅｕｍ. ｏｒｇ. ｕｋ )ꎬ

１８８５ 年ꎬ 独立成为科学博物馆ꎻ 波士顿科学博

物馆ꎬ 创立于 １８３０ 年ꎬ １８６４ 年作为新英格兰自

然历 史 博 物 馆 开 放ꎬ １９５１ 年 成 为 科 学 博 物 馆

(参见 ｗｗｗ. ｍｏｓ. ｏｒｇ)ꎻ 德 意 志 博 物 馆ꎬ 创 立 于

１９０３ 年ꎬ １９２６ 年正式开放ꎻ 芝加哥科学与工业

博物 馆ꎬ 建 于 １９３３ 年 ( 参 见 ｗｗｗ. ｍｓｉｃｈｉｃａｇｏ.

ｏｒｇ)ꎮ

(二) 第 二 代: 互 动 科 学 中 心 第 一 阶 段

(１９６９—２０００)

参观者成为博物馆体验者ꎻ 参观群体为年轻

人ꎬ 展品既有被动型又有互动型ꎮ 这些科学中

心的目标和基本方法是向城市人口开展 (非正

式) 科学和技术教育ꎮ

德意志博物馆是第一个推出可操作展品的博

物馆ꎬ 鼓励参观者按下按钮和操作手柄进行操

作ꎮ 伦敦科学博物馆于 １９３１ 年开设了 “儿童展

厅” (以互动展品和工作原型为特色)ꎮ 之后ꎬ

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和波士顿科学博物馆

也推出了装有按钮和曲柄的科技展品ꎮ １９３７ 年

开放的法国发现宫是第一家以教育为重点的科

学中心ꎬ 它没有封闭的展品ꎬ 学生们通过积极

操作实验室类型的展品ꎬ 了解科学定律和原理

(参见 ｗｗｗ. ｐａｌａｉｓ￣ｄｅｃｏｕｖｅｒｔｅ. ｆｒ)ꎮ １９６９ 年弗兰克

林奥本海默创立的旧金山探索馆也是专门展

示互动科学展品的先驱 ( 见图 １)ꎮ 探索馆在

«探索馆展品技术手册» (Ｃｏｏｋｂｏｏｋｓ) 中对展品

进行了细致地描述ꎬ 对世界各地的其它博物馆

有启发意义 (参见 ｗｗｗ.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ｍ.ｅｄｕ)ꎮ 这一

时期的代表场馆还包括成立于 １９６９ 年的安大略

科学中心 (见图 ２ꎬ 参见 ｗｗｗ.ｏｎｔａｒ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ｒｅ.

ｃａ)ꎬ 以及 １９８６ 年对外开放的法国巴黎拉维莱特

科学与工业城 (见图 ３ꎬ 参见 ｗｗｗ. ｃｉｔ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ꎮ

图 １　 旧金山探索馆

图 ２　 安大略科学中心

图 ３　 巴黎拉维莱特科学与工业城

(三) 第 三 代: 互 动 科 学 中 心 第 二 阶 段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展示互动的、 多层次的、 开放式的和以参观

者为中心的展品已经成为趋势ꎮ 互动展品、 充

满科技性的辩论对话及体验ꎬ 以及多媒体的应

用迭代都寻常可见ꎮ

科学中心越来越强调与社区互动ꎬ 加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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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洛里尼亚博物馆古生物学主任安娜德利卡多表示: “在博物馆里ꎬ 参观者可以当一天的古生物学家ꎮ 与其让参观者通过带有标签的说明文字

认识生活在 ６５００ 万年前的霸王龙ꎬ 我更希望参观者了解我们是如何知道这是霸王龙的ꎬ 是如何对它开展挖掘和命名的ꎬ 古生物学认定是如何

完成的ꎬ 以及科学是如何实现的ꎮ 我们不能将科学作为成品进行传播与售卖ꎬ 而是应该将科学呈现出一个动态过程ꎬ 这个过程体现了科学家

对问题的确立和探索ꎬ 历经辛劳与困难ꎬ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ꎮ” (Ｄｅｌｇａｄｏꎬ ２００７)
②　 来源于本文俄文版ꎬ 曾刊登于 «俄罗斯科学院泊斯克公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第 ３５ 期和 ９ 月 ６ 日第 ３６ 期)ꎮ

和通信技术的使用ꎬ 提升科学素养及科学文化

(公众对科学的理解)ꎬ 加强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 (ＳＴＥＭ) 培训ꎬ 以及与科研机构开展有意

义的互动ꎮ 科学中心的主要工作方法即作为服

务提供者向公众传播科技信息ꎮ

这一时期一些最著名的科学中心包括: 林茨

电子艺术中心ꎬ 建于 １９７９ 年ꎻ 宇宙盒科技馆ꎬ

建于 １９８１ 年ꎬ ２００４ 年重新开放ꎻ 卡尔斯鲁厄艺

术与媒体中心ꎬ 建于 １９８９ 年ꎻ 创新科技博物馆ꎬ

建于 １９９０ 年ꎻ 伦敦科学博物馆ꎻ 赫尤里卡科学

中心ꎻ 旧金山探索馆ꎻ 以及世界各地其它的科

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ꎮ

(四) 第四代: 参与性、 变革、 跨学科中心

(２０１６ 年之后)

第四代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倡导在一个真

实的或虚拟的、 有主动意识、 注重参与、 博学

多识并具有科学素养的社区中ꎬ 围绕展品进行

创造 性 和 跨 学 科 的 探 究、 实 验、 创 新、 讨 论、

学习以及举办活动ꎮ 参观者可通过多层次、 开

放式 的 多 媒 体 展 品 体 验 各 种 物 体、 现 象 和

想法①ꎮ

具有参与性、 变革、 跨学科特征ꎬ 虚实结

合ꎬ 融科技、 生态、 人文与艺术为一体的第四

代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已出现ꎮ 对话可在科

学中心的空间和时间之外继续进行ꎮ 虚拟参观

者在使用场馆的实体设施时会体验到这些设施

和外部世界之间没有障碍ꎮ 这一时期的科学中

心是具有批判性、 创造性氛围的学习中心ꎬ 拥

有丰富的信息ꎬ 注重创新、 交流、 互动、 参与

性、 实践和虚实结合ꎮ

１ 博物馆学方法和方法论的关键词

• 学习: 通过感知、 观察、 思维过程、 科

学探究、 解决问题、 研究和经验ꎬ 以及由此产

生的态度或行为的改变ꎬ 获得、 构建和组织信

息、 知识、 技能、 能力和态度 (价值观)ꎮ 深入

而持久的学习包括自我学习、 理解、 将观点联

系起来并在现有知识和新知识之间建立联系、

独立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以及将知识转移到不同

的新环境中的能力、 形成概念、 发展人际和社

会技能 ( “软技能”: 团队合作、 有效沟通、 解

决冲突、 创造性思维)ꎮ 学习应该是客观的、 真

实的、 有意义的、 对社会和生态负责的ꎮ

五项基本原则: 科学中心的设计、 组织和运营②

１ 体制、 财务、 技术和运营上的可持续性

２ 制度学习和能力建设

３ 国家背景、 当地环境和与当地参与者的交互
/ 互动
整合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水循环、固体废
物和电子废物回收 (循环经济)、健康及营
养、数字技术等作为框架和内容
科技界、 研究人员、 大学教师、 科学教育教师

４ 学习、 参与、 跨学科、 变革方法和方法论
现实表征、 思维、 知识的建构和组织
知识建构的经验及过程
参与、 互动、 跨学科、 变革
集体社会创新
变革创新

５ 第四代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 参与性、 跨
学科、 变革、 文化与艺术相结合
• 学习、 参与、 互动、 跨学科、 变革
• 整合科技、 生态、 文化、 艺术
• 艺术与科技:想象－创造－交流－连接－实现
• 建立一个综合的科技虚拟中心或博物馆:将

所有展品、项目和活动进行数字化整合
• 传播和社交媒体项目
• 数字工坊实验室
• 体育和科学
• 教师培训
• 设计、 生产、 维修车间
• 变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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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与: 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应该成为

学习、 创 造、 交 流 ( 真 实 和 虚 拟)、 对 话、 分

享、 娱乐和变革的源泉ꎮ 它应该是一个 “以受

众为中心的机构”ꎬ 与受众紧密联系ꎬ 对其有助

益且易于访问ꎮ 作为参与性的文化机构ꎬ 参观

者可 以 在 这 里 学 习、 创 造、 分 享、 相 互 联 系ꎬ

并完善自我ꎮ 参与性机构不是 “关于” 某件事

或 “为了” 某个人ꎬ 而是与参观者 “一起” 创

建、 改进和管理ꎮ

• 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可以邀请公众作

为文化参与者积极参与ꎬ 而不是将其作为被动

的消费者ꎬ 使其在参与式学习中体验创造力、

进行娱乐和享受变革性体验ꎮ 社交网络引入了

一套工具和设计模式ꎬ 使参与方式更加便捷ꎮ

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可以成为城市 / 国家文化

和社区生活的中心ꎬ 推动公众与文化机构积极

互动ꎬ 提升社区参与度ꎬ 成为真正尊重和关心

参观者体验、 愿景和能力的机构ꎮ

• 互动: 使信息在展品和用户之间双向流

动ꎬ 与用户互动ꎮ

• 跨学科: 采用一种融合众多知识领域及

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方法ꎬ 形成知识的统一性

(针对一组学科的通用的公理体系)ꎮ 跨学科性

即跨越许多学科界限ꎬ 不以某一学科知识为基

础ꎬ 利用非传统观点ꎬ 使各种假设或局限互相

促进发展ꎬ 鼓励使用新的调查方法ꎬ 以期建立

一个科学和众体系的一般理论ꎮ 跨学科性旨在

不同学科和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整合ꎬ

围绕具体的、 大规模的现实世界问题ꎬ 协作并

创造性地设计解决问题的新方法ꎮ 当两个或多

个学科视角相互超越 (即跨越学科视角的边界)

并形成一个新的整体方法时ꎬ 就出现了跨学科

性ꎮ 跨学科的结果与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简单相

加完全不同ꎬ 而是催生了一种由学科整合而产

生的全新事物引发的 “异种生殖体”ꎮ 跨学科性

将所有学科联系成一个连贯的、 有意义的整体ꎮ

“可持续性” 实际上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ꎮ

• 变革: 变革即打破或区别于过去的实践

或惯例ꎬ 为在各种背景下进一步学习、 实践和

体验开辟新的可能性ꎻ 它是一个建立新方向的

过程ꎬ 会使参观者的知识、 想法、 感知、 态度

和视野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变化ꎮ

图 ４　 五项基本原则: 科学技术中心的设计、 组织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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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第四代科学中心①

　 　 ２ 参与式文化机构的活动和经验

包括:

• 学习: 参观者提出问题ꎬ 表达想法ꎬ 构

建和评论自己的知识ꎮ

• 创造: 参观者与机构和其他参观者分享

自己的想法、 物品和创造性建议ꎮ

• 分享: 参观者互相讨论参观期间所见及

所做的东西ꎬ 把它们带回家ꎬ 重新组合、 评判

并重新分发ꎮ

• 联系: 参观者与其他参观者 (真实的或

虚拟的)、 员工开展社交讨论ꎬ 分享他们感兴趣

的话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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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 通过科学、 技术和艺术ꎬ 参观者

的认知超越了社会、 生态和文化背景的常规和

表象ꎬ 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加深ꎬ 视野逐渐

扩大 (社会意识也得到了提升)ꎮ

• 内容: 参观者的对话、 交流和创作集中

于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日常生活相关的信息、

事实、 实物、 经验和想法ꎮ

参与式技术的目标是满足参观者对主动参与

的期望ꎬ 并以促进机构使命和核心价值观的方

式实现这一目标ꎮ 一个主张参与性的机构不是

向每个人提供相同的内容ꎬ 而是收集和共享与

参观者共同制定的多样化、 个性化和不断更新

的内容ꎮ 公众把这样的机构作为学习和提问的

聚会场所ꎬ 围绕所展示的内容展开对话ꎮ

科学中心构建了一个公众能够独立思考ꎬ 能

够自信地提出问题ꎬ 质疑答案ꎬ 并了解周围世

界的社会ꎬ 一个重视终身学习和自学、 好奇心

和探究、 迭代和证据、 完整性和真实性、 可持

续性、 多样性、 包容和尊重的社区ꎮ

科学中心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模式ꎬ 与当地

合作伙伴一起计划、 实施和分享展览和活动ꎮ

参观者和合作伙伴应该反映出社区的多样性ꎮ

他们参与的原因是为了学习科学和技术ꎬ 同时

也为了和朋友、 陌生人一起创造、 创新、 交流ꎮ

科学中心的体验需要在参观者参观前定制ꎬ

并根据参观者的兴趣、 知识和参与度进行调整ꎮ

科学中心鼓励参观者自行构建自己愿意参与的

活动和内容的意义ꎮ

科学中心也和其它科学和技术中心保持联

系ꎬ 是一个由探索 社 区、 真 实 和 虚 拟 的 藏 品、

展品、 项目、 活动和 相 互 联 系 而 形 成 的 网 络ꎮ

然而ꎬ 科学中心不应该将科学简化或容易化ꎬ

给人一种科学探索能够立即解决问题的错觉ꎮ

３ 科学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技术服务

包括:

(１) 永 久、 临 时 及 流 动 科 技 展 览 ( 包 括

“区域科技中心” )

展览内容包括基础科学、 地球和空间科学、

生命 科 学、 社 会 科 学、 健 康 科 学、 农 业 科 学、

新生态科技等ꎮ

(２) 多媒体礼堂

在此举办会议、 音乐会、 科学仪式ꎬ 播放科

学剧、 科学电影 / 纪录片等ꎮ

(３) 便携式天文馆

展教内容包括天文学、 地质学、 历史、 气

象、 神话、 生物学等ꎮ

(４) 数字工坊实验室 (和生态技术工作坊)

数字工坊实验室是一个配备数字化制造工具

的工作坊ꎬ 可用工具包括 ３Ｄ 打印机、 绘图仪、

激光切割机及手动工具 (如锤子、 螺丝刀、 锯

子) 等ꎮ 它也是一个进行生态技术培训的场所ꎮ

生态技术工作坊涉及以下内容:

• 数字技能: 互联网服务、 电子商务、 电

脑和网络、 移动电话

• 迷你太阳能光伏系统

• 水、 固体废物和电子废弃物回收 (循环

经济和工业过程)

• 无人机: 维护和维修

• 小型风力涡轮机系统

• 微型涡轮水力发电: 低成本、 生态友好

型、 低压涡轮机水力发电

• ３Ｄ 打印和激光切割

• 电动汽车、 机电服务

• 小型维修机器人

• 企业孵化器

(５) 传播、 营销和社交媒体项目

涉及互联网、 社交网络、 电视、 广播、 印刷

品等ꎮ

(６) 运动和科学体验

用于科学实验和体育科学的运动场地ꎬ 运动

项目涉及田径、 体操、 足球、 排球、 篮球、 网

球、 国际象棋等ꎮ

(７) 多媒体图书馆

(８) 商店和自助餐厅

(９) 展品设计、 制造、 生产和维修车间

活动内容涉及电子机械、 数字信息技术、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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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多媒体等ꎮ

(１０) 国际合作项目

提供技术服务: 培训、 技术咨询服务、 展品

销售ꎻ 临时和巡回展览交流ꎬ 展览设计和制作ꎬ

专家培训ꎬ 技术咨询服务等ꎮ

(１１) 专业人员和行政人员培训项目

(１２) 安防系统

(１３ ) 科 学、 技 术、 工 程、 艺 术 和 数 学

(ＳＴＥＡＭ) 教育项目

(１４) 学校科技学习项目

(１５) 科技教师培训项目

(１６) 募集资金项目

４ 科学中心的主要项目

包括:

• 科学日

• 科技剧院、 玩偶互动、 马戏团

• 实地科技考察

• 夏令营

• 科学技术奖

•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博士实习

• 观众资料调查与评估

• 性别平等科技活动

５ 科学中心的关键问题

包括:

• 艺术 是 一 种 了 解、 预 示 和 迈 向 未 来 的

方式

• 展品和知识项目的设计

• 科技性别平等

• 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ＳＴＥＭ) 教育

• 科技实验室及实验 (包括参观前和参观

后的知识传播和交流活动)

• 科学、 技术和数学素养及文化

• 非正式在线学习研究及评估

• 学校科技学习

• 科技教师培训

四、 未来的挑战

２１ 世纪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不仅应在迅

速传播新知识和信息、 扩散其传播范围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ꎬ 还需要在防止大型企业集团继续

扩大其对知识和信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做

出努力ꎮ

科学中心和科技博物馆应着眼于未来ꎬ 反映

其社区的特色ꎬ 为促进科技创新活动及提升公

民的能力做出贡献ꎬ 进而有效地促进经济、 社

会和文化发展ꎮ

科学中心应提供持续和永久的空间ꎬ 用于信

息、 交流、 知识应用以及科学、 技术和创新方

面的培训ꎮ 科学中心将大大有助于将科技知识

和文化融入到青年和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ꎻ 促

进科技创新ꎻ 将科学理念和词汇融入日常语言、

日常家居用品及其他物品的表征ꎻ 将科技现象

转变为像政治和体育一样的舆论主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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