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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的创新实践与转型路径研究——基于博物馆社

教功能的多元拓展
沈心雅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河北省,066000;

摘要: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载体，正在经历从传统"知识殿堂"向现代"社会课堂"的深刻转型。本文基于

国内外博物馆社会教育的最新实践，系统分析了分众化教育、科技赋能、跨界融合等创新路径，探讨了博物馆

社教功能转型面临的挑战与突破策略，提出了构建"无边界博物馆"生态的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表明，博物馆社

会教育的创新实践不仅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也为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

多元主体协同、数字技术赋能和评价体系完善，博物馆正在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社会、知识与实践的

重要纽带，为社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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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其社会教

育功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拓展与深化。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和公众文化需求的多元化，传统以收藏、研究和展

示为核心的博物馆功能体系已无法充分满足当代社会

的期待。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将教育列为博物馆首

要功能，标志着全球博物馆界对这一趋势的共识。在中

国，这一转型尤为显著——截至 2022年，全国备案博

物馆总数已达 6565 家，全年举办教育活动近 23万场，

接待观众 5.78 亿人次，博物馆作为"大学校"的社会角

色日益凸显。

1 博物馆社教功能的时代转向

社会教育理念的革新是推动博物馆功能转型的内

在动力。传统社会教育往往被简单理解为学校教育的补

充或延伸，而现代教育理念则强调社会教育作为终身学

习体系核心组成部分的独立价值。佐藤学"学习共同体"

理论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为博物馆社教转型

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在这一视角下，博物馆不再是单

向传递知识的权威机构，而成为促进多元主体对话、协

作与共创的公共文化空间。湖北省博物馆"礼乐学堂"品

牌通过 8年实践构建了六大课程体系，服务超过 2亿人

次，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政策环境的优化为博物馆社教功能拓展提供了制

度保障。国家文物局将博物馆纳入"大思政课"实践教学

基地，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支持政策。杭州市园林文物

局发布的《关于杭州市文化文物事业位实施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激励的指导意见》，正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举措。这

些政策既反映了国家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高度重视，也

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创新提供了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

技术革新的浪潮重新定义了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形

态与边界。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博物馆的展陈方式，更

深刻影响了其教育模式。敦煌研究院"数字藏经洞"项目

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文物数字确权，全球观众可以在虚

拟空间中"修复"壁画；上海博物馆试点 AI讲解员"申小

博"，基于观众画像实时生成定制化讲解词，使观众平

均参观时长从 72分钟延长至 108 分钟。这些技术创新

不仅提升了教育效果，也大大拓展了博物馆教育的覆盖

范围和服务能力。

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推动博物馆教育向分众化、个性

化方向发展。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的观众对博物

馆教育有着差异化期待。苏州博物馆打造"@苏博"系列

教育品牌，既有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乐学@苏博""探索

@苏博"，也有面向全年龄的"书香@苏博""节日@苏博"，

致力于做到年龄、兴趣和人群的博物馆教育全覆盖。这

种精准化的服务模式，反映了博物馆从"一刀切"向"量

体裁衣"的转变趋势。

在此背景下，研究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创新实践与转

型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看，这

有助于丰富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学的交叉研究，构建更具

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从实践层面看，系统总结

国内外博物馆社教创新的成功经验，可以为行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参考。本文基于大量案例研究和文献分析，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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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博物馆社会教育正在发生哪些创

新实践？这些实践面临哪些挑战和瓶颈？未来博物馆

社会教育的转型路径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2 博物馆社教创新的实践路径

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创新实践呈现出多元化、系统化

的发展态势。通过对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梳理

出分众化教育、科技赋能和跨界融合三条主要创新路径，

这些路径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博物馆社教

功能的深度拓展。

2.1 分众化教育：精准匹配多元需求

受众细分已成为博物馆教育创新的基础性工作。随

着观众群体的日益多元化，"一刀切"的教育模式已无法

满足差异化需求。广东省博物馆通过"智慧博物馆"系统

收集和分析观众数据，将受众科学划分为未成年人（学

龄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成年人、老年人及特殊

群体等类别，并据此策划针对性的教育活动。这种基于

大数据的精细分类，使教育资源能够更加精准地匹配不

同群体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针对港澳青少年，该馆

设计了以促进大湾区青少年合作、增强文化认同感为主

题的活动；而面向"银发族"，则在重阳节策划了"'老广

'的后现代生活"系列活动，邀请老年人来馆体验制作扇

子、防蚊香包等传统手工艺。这种分众化服务不仅提高

了教育活动的参与度和有效性，也体现了博物馆的人文

关怀和社会包容性。

特殊群体的教育服务是检验博物馆社会功能的重

要指标。湖北省博物馆针对不同特殊人群开发了系列特

色项目：为聋哑人士设计"心手相连"活动，为视觉障碍

人士推出"让我的声音做你的眼睛"体验，面向留守儿童

持续开展"礼乐伴你快乐成长"项目。这些举措不仅解决

了特殊群体的文化参与障碍，也彰显了博物馆教育公平

的价值追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献给银发族的爱"敬

老系列活动和"云端打卡湖北省博物馆新馆"项目，分别

入选"首届全国文博社教十佳案例"和"第二届全国文博

社教优秀案例"，标志着这类创新实践已获得行业广泛

认可。

品牌化运营是提升博物馆教育影响力的有效策略。

镇江博物馆将教育活动系统划分为"流动博物馆""我与

博物馆""乐享传统节""彩虹手工坊"等品牌项目，实行"

项目经理制"管理，形成了特色鲜明、结构完整的社会

教育体系。这种品牌化运作不仅提高了教育活动的辨识

度和连续性，也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验的积累传

承。在临时展览期间，该馆还推出配套教育活动，如在

《辽西古生物化石展》期间设计"远古探秘——奇妙的

化石"系列课程，将社会人类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相结合，

从化石知识引申至人类社会的产生、考古学的发展，为

孩子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博物馆体验。这种基于临时展

览的延伸教育，丰富了博物馆教育的内容维度，也提高

了展览资源的利用效率。

课程化设计使博物馆教育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镇

江博物馆基于馆藏文物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针对特定

年级学生群体，精心设计了"金戈铁马话古吴""考古趣

谈""镇江名人""古代儿童游戏"等七个教学专题，通过

与学校的沟通探讨，形成了试点课程。在课程开发过程

中，该馆坚持"设计-调整-实践-总结-再实践"的完善流

程，对教学内容、PPT、教案、讲课稿等逐一修改校审，

寻找最适合的教学模式，最终形成"合身"的教程，为学

校提供"菜单式"服务。这种严谨专业的课程开发方法，

确保了博物馆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也为馆校合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2.2 科技赋能：沉浸式体验重构教育场景

虚拟现实技术正在打破博物馆教育的时空限制。敦

煌研究院"数字藏经洞"项目通过高精度三维重建和虚

拟现实技术，实现了敦煌艺术的永久保存和全球共享。

该项目特别运用区块链技术解决文物数字确权难题，允

许全球用户在虚拟空间中亲手"修复"壁画，参与者对敦

煌艺术的理解深度因此提升了 47%。这种沉浸式学习体

验不仅保护了脆弱文物实体，也使原本高深的专业知识

变得生动可感。良渚博物院则将艰涩的考古报告转化为

VR解谜游戏，玩家通过破解玉琮符号密码解锁文明密码，

使考古学知识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这种教育

方式的创新，有效解决了专业知识普及中的"翻译"难题，

为博物馆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人工智能应用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技术支撑。上海

博物馆试点的 AI讲解员"申小博"，能够基于观众画像

（年龄、停留时长、互动记录）实时生成定制化讲解词，

满足家庭观众与学术研究者的差异化需求。统计显示，

该系统运行半年后，观众平均参观时长从 72分钟延长

至 108 分钟，教育内容吸收率提升 31%，充分证明了技

术赋能的巨大潜力。大英博物馆则利用AI 技术进行藏

品标签的自动生成和多语言翻译，大幅提升了编目效率

和教育资源的生产速度。这些人工智能应用不仅优化了

观众体验，也提高了博物馆教育的覆盖范围和服务效率。

大数据分析使精准教育服务成为可能。广东省博物

馆通过"智慧博物馆"系统收集和分析观众行为数据，为

教育活动的策划和优化提供依据。浙江省博物馆学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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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三维度九指标"评估框架，则从认知维度（如洛阳

博物馆"永宁寺手绘活动"后 92%参与者能准确描述北魏

建筑特征）、情感维度（庆阳市博物馆用面部识别技术

测得儿童积极情绪占比 83%）、行为维度（海安市博物

馆课程学员红色场馆到访率高 2.6 倍）构建了全面的教

育效果评价体系。这种数据驱动的教育服务模式，使博

物馆能够更加科学地评估和改进自身工作，提高资源使

用效率和社会效益。

数字平台建设拓展了博物馆教育的覆盖范围。湖北

省博物馆通过"云端打卡新馆"系列活动，实现了线上线

下一体化覆盖；大英博物馆与谷歌艺术与文化板块合作，

对超过 7000 件藏品精萃进行三维建模，用户佩戴 AR眼

镜即可在家中零距离观赏珍贵文物。这些数字平台不仅

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偏远地区观众也能享受优质

教育资源，也为疫情期间博物馆教育的连续性提供了保

障。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鸿沟问题也随之凸显——宜春

市"百馆千校"项目显示，乡村学校因设备短缺导致 VR

课程覆盖率仅为城区学校的 29%。这一现象提醒我们，

在推进技术赋能的同时，必须关注教育公平问题，避免

技术应用加剧资源获取的不平等。

2.3 跨界融合：构建社会教育协同生态

馆校合作是博物馆教育功能深化的重要途径。浙江

省开展的"百万学生走进博物馆"活动，将研学课程纳入

学校学分体系，实现了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衔

接。嘉兴博物馆开发的"一粒米的故事"田野课程，通过

链接农耕文化与青少年劳动教育，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化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这种深度合作不仅丰富了学

校课程内容，也使博物馆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湖

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省教育厅开展"百万学生走进博

物馆"活动近万场次，将"博物馆进校园""我们的节日"

等系列活动融入学校教育，赋予"社会教育+"新内涵。

这种制度化的馆校合作机制，为博物馆教育的长效发展

提供了坚实保障。

非遗活化为博物馆教育注入地方文化特色。南通博

物苑开展"文物里的南通非遗"系列活动，邀请古琴艺术

(梅庵琴派)、蓝印花布、板鹞风筝、色织土布、仿真绣、

木版画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到博物苑内与观众现场交

流、表演非遗技艺。这种"文物+非遗"的跨界融合，不

仅丰富了博物馆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促进了地方传统

文化的活态传承。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梅庵琴派)代表

性传承人王永昌在博物苑演奏经典古琴曲目，使几十名

听众沉醉在美妙意境中，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这

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教育方式，比单纯的知识传授更能

激发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文旅融合拓展了博物馆教育的社会影响力。武汉中

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从观众体验视角策划社教活动，

对 200 多位革命先烈进行系统性研究，从理想信仰、家

国情怀、斗争精神等方面提炼其精神内涵，通过"开门

办馆、多元融合"的方式讲好红色故事。七夕节期间，

该馆在"理想与忠贞——革命伉俪在武汉"展览现场组

织九对新人宣读爱情誓言；国庆节期间，"红墙""红展"

"红艺"齐赞"中国红"，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活动使纪念馆

成为网红打卡地。这种将革命文化与当代生活相结合的

创新实践，大大增强了红色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产学研协同提升了博物馆教育的专业水平和创新

能力。金华市博物馆与本地高校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实践，

通过资源互补、协同创新，构建"文化+教育+产业"的生

态体系。合作内容涵盖联合教学设计、文创开发、课题

研究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社会服

务的良性互动。瓯海博物馆"博课 37℃研学游项目"通过

跨学科教材开发、特色线路设计与多元协同模式，构建

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博物馆社会教育课程体系。这种跨界

协作不仅丰富了博物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促进了知

识生产和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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