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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产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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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研学

近年来，全国各地研学游升
温，各大旅行社及教育机构争相
推 出 系 列 研 学 游 产 品 及 路 线 ，

“让孩子在游玩中增长见识”的
宣传吸引了不少家长。

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国内旅游经济呈阶梯式复
苏、波动式回暖态势。其中，亲
子游、研学游市场需求正在逐步
释放。不少地方推出研学之旅精
品线路，以亲子、家庭为主题的
特色农庄、民宿、博物馆等深受
青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我国 0 岁至 14 岁人口有 2.53
亿 ， 占 总 人 口 的 17.95% 。 目
前，研学旅行的对象超过 80%为

3 岁至 16 岁人群，青少年人口将为
研学旅行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有
报告显示，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深
入和旅游产业的跨界融合，研学旅
行市场需求不断释放，中国研学旅
行市场总体规模将超千亿元。

“从长远来看，亲子休闲游和
研学游都非常具有市场潜力，预计
未来细分市场会越来越多。”途牛
旅游网相关负责人表示，“双减”
政策出台后，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安排课后生活，也催生了更多
亲子研学游产品。而随着三胎政策
的全面开放，市场将出现适合多孩
家庭的亲子游产品，推动整个供应
链的变化。

（厉晓杭 整理）

研学游市场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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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送孩子去哪里研学，正是家长们眼下

热议的话题。研学对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提

升孩子的综合素养有着积极意义，家长支持孩

子参加研学活动的意愿也不断上升。

博物馆、美术馆作为“城市文化客厅”，

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志，也是社会美育不可或

缺的“第二课堂”。博物馆、美术馆研学课

程，在“双减”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

下，成为研学细分市场中的一匹“黑马”。

2016 年，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联
合印发了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意见》，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
育教学计划。此后，研学游开始逐渐
火热起来。有别于传统的夏令营，博
物馆、美术馆研学是“文化+教育+
旅游”跨界融合的产物，受到家长和
学生的欢迎。

一支毛笔、一把镊子、一个喷
壶，残破的“古籍”经过孩子们的细
心修补，再次焕发出光彩。7 月初，
天一阁博物院推出传统文化暑期研学
营，受到了孩子和家长的热捧。

“这个暑假，我们共推出 8 期研
学活动，通过游、听、识、研、学、
做、思、讲等项目，来提升青少年的
综合文化素养。研学活动一经推出就
报名火热，全部满额。”天一阁博物院
专职副书记郑薇薇介绍，这是天一阁
首次推出系列化精品研学课程，为孩
子们准备了 18 项极具特色的课程，包
含了古籍修复、书画装裱、金石传拓等
天一阁的“独家秘技”。丰盛的文化大
餐，不仅能让青少年身临其境感受天
一阁藏书文化，还能在学习制作的过
程中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 7 月 2 日到 8 月 21 日，保国寺
共开设了 27 期青少年暑期研学营，
一上线就被抢光。”保国寺古建筑博
物馆今年推出“小小国宝守护人·第
2 季”研学营，受到家长和学生的青

睐。保国寺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
策划了 3 大主题，推出 15 门研学课程，
串联起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2000 多年
的历史遗存，让青少年探索千年古建筑
与生态自然的奥秘。

作为广义博物馆概念的一个类别，
各大城市的科技馆是暑期孩子们打卡的
重要点位。宁波科学探索中心今年升级
推出六大馆内夏令营产品和七大馆外夏
令营产品，数量同比增长 100%。“我想
给孩子报个夏令营，没抢到名额，太遗
憾了！”市民董女士告诉记者。

宁波科学探索中心总经理周赤明介
绍，科探中心夏令营历年来深受学生青
睐，在“双减”政策背景下，今年报名
比往年更加火热，升级后的夏令营产品
引起市场热烈反响。报名通道开放后，
名额“秒空”。目前，科探中心的夏令
营产品已售出 1549 人次，较上年增长
119%；营地多次加开，目前已开班 131
班次，较上年增长 89.9%。

美术馆推出的夏令营也同样火爆。
宁波纳得美术馆今年首次推出特色主题
夏令营，名额马上被抢光。“我们本着

‘让孩子们在美术馆里成长’的育人理
念，发挥美术馆的审美教育资源和高端
导师团队优势，从课程内容、教学设计
到思维拓展，突出观察、感知、认知之
后的想象力和表达力，突破单一的绘画
或手工培训模式，力争为孩子们打造一
个可持续的自我成长美学营地。”纳得
美术馆馆长包佩君表示。

宁波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则创新
推出“夜宿博物馆”以及绘

画创作工作坊等研学活
动，受到孩子们的

欢迎。

满足孩子个性化需求
博物馆、美术馆研学热度高

“旅行社、研学机构暑期纷纷推出研学游，产品
很多，品质参差不齐。我倾向于为孩子选择博物馆研
学，这类研学产品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家住海

曙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学科类培训没有了，孩子假
期需要有合适的平台拓宽视野，博物馆研学无疑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在保国寺公众号上看到有
研学活动，马上给孩子报了名。”

从 2019 年开始，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通过
精准市场定位、融入优质课程、盘活内外资源、
首推“博物馆之夜”等举措，向公众推出暑期研

学营，打造研学基地文旅融合新模式。
“保国寺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优质特色课程是我们的拳头产品。这些年，我们致
力于挖掘传统文化、古建文化、木构文化、生态文
化，课程内容也在不断迭代更新。”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开设 《保国寺古建之旅》《百鸟争鸣，灵动古
建》《木构智慧，小小木匠下江南》 等博物馆品牌课
程的基础上，从去年开始，保国寺还增设了手作、实
验、探秘等更具有操作性、探索性、趣味性的课程。

参加研学的青少年在木工课堂体验木工手作，了
解古建筑的榫卯、斗拱结构，变身小小木匠制作一把
中华小板凳；在生态课程中认识各类植物，制作一盆
原创植物微景观；在古建探秘中探索千年不解之谜的
科学原理⋯⋯菜单式的课程，符合青少年不同的研学
需求；“量体裁衣”的课程设计、寓教于乐的教学形
式，让青少年有所得、有所悟。

记者了解到，98%以上的家长在保国寺研学微信
群里有正面反馈。“课程有创意，老师专业用心，孩
子们收获了知识和快乐。”陈先生在微信群里表示。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宁波科学探索中心充分
利用场馆优势，整合展教资源，在科普产品开发中坚
持自研和引入双线并进，成为青少年不可替代的“第
二课堂”。“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宁波科学探索中心
结合社会热点和科普需求，深挖科普教育内涵，创新
科普创作方式，提升科普产品质量，有效发挥了科技
馆的科普效能。

周赤明认为，博物馆拓展研学活动，是场馆展教
活动的有效外延。这种研学活动有别于纯旅游打卡类
的活动，其亮点和难点在于内容的研发。课程研发需
要拥有众多专业人才的团队，需要根据馆内大量展项
的知识点，进行重新梳理与归纳，形成更为集中的体
验路线，能够使孩子们在极具情景化的环境中体验与
学习，是一种探究式、主动式的学习。“特色课程的
设置，需要不断沉淀、不断创新。除了坚守行业准
则、教育初心之外，博物馆需要通过长期探索与实
践，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结合时代热点，以时下人们
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呈现。”周赤明说。

“我们在课程设计中融入了美术、戏曲、建筑等
相关内容，每天用不同的主题，去激发和培养孩子
发现美的能力。”包佩君认为，一个博物馆就是一
所学校，美术馆也是如此。把博物馆、美术馆和研
学旅行结合起来，有利于充分发挥博物馆和美术馆
的社会作用，让文化艺术更加贴近生活。“我们正
在探索多维度、多场景、多材料、多协作的教学模
式，通过名师引导，为孩子们提供系统性审美教学内
容。”

“艺术存在门槛，需要大量美术史和艺术知识的
积累。博物馆和艺术馆作为艺术呈现的场所，更应该
担负起艺术普及的任务。”宁波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副馆长宋新新表示，这个暑假，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梳理出了国潮、版画、我与大师等八大系列美育课
程。源源不断的艺术品和观众的积极反馈，也让博物
馆释放出更多文化力量。

彰显“博物馆的力量”
探索菜单式、分众化课程

宁波市领军拔尖人才、艺术学博士刘晓峰认为，
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实现教育目的，本身就是博物馆
的重要职能。在“双减”背景下，博物馆这种功能更
加凸显。与此同时，这种忽然被放大的社会需求，也
为博物馆研学带来挑战。他表示，当前，甬城博物馆
正在积极探索更加科学、更加丰富的研学模式。

一是有“博”有“物”。博物馆研学不同于学校
教育，要充分挖掘教育潜力。首先要“博”，也就是
形式上要灵活多样，内容上要丰富多彩，可以充分借
助藏品进行多角度地展现。其次要有“物”，博物馆
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所收藏之物，借助展览、数
字化等形式，让青少年对藏品进行观察、提问，不仅
可以了解藏品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提高自己的审
美，还能将所见与所思结合，拓展自己的学习思维。

二是有“趣”有“识”。博物馆研学所侧重的不
是抽象的知识说教，而应该是一种启发性的、趣味性
的、探索性的、沉浸式的、互动式的模式。如何把知
识，特别是博物馆藏品所承载的知识，通过巧妙的方
式传达给青少年，是博物馆界与教育界应该联手探索
的重要课题。

刘晓峰认为，近些年，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越来越
得到重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正是“博物馆的
力量”，全球的博物馆都在积极思考博物馆如何更好
地融入社会、融入各行各业，从而发挥其应有的社会
力量。在国内，博物馆的这种力量亦被重视。应该
说，研学正是将博物馆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有机对接，
也是其回应社会需求，参与城市文化、教育建设迈出
的重要一步。

“不忘传统，坚持创新，追求传统文化的当代表
达。”宋新新表示，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将
艺术作品日常场景化，用现代语言讲述艺术故事，通过
举办研学、艺术分享等多元化的活动，让艺术不断融
入生活。

“博物馆研学受到热捧，主要原因是博物馆自身
的资源优势及其文化价值。”周赤明认为，近年来，
不少博物馆频频跨界出圈，说明文化 IP 具有强大的

“文化磁力”。研学就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通过多
元化经营，不仅可以创造经济效益，也能不断扩大博
物馆的文化影响力。“科探中心一直在探索如何让博
物馆与青少年链接更为紧密这个课题。我们通过举办
研学、科普、展览等，做强做优内容。运营好博物
馆，既不能脱离原有跑道，又能跨界合作，开发更多
创新项目和创新产品，形成良性循环。”

有“博”也要有“物”
跨界联动开发更多优质产品

▲天一阁博物院推出传统文化暑期研学营，孩子们体验金石传拓这一
传统技艺。 （通讯员供图）

▼宁波纳得美术馆今年首次推出特色主题夏令营，课程中融入戏曲元
素。 （厉晓杭 柳雪婷 摄）

在宁波科学探索中心，
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

（厉晓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