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辟校馆融合之径，促育人生态之显
——中国港口博物馆资源在高中历史育人生态构建中的应用

泰河中学 陈涵容

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环境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影响源，发展的个体

处在从直接环境到间接环境的几个环境系统的中间或嵌套于其中，而几个系统之间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传统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囿于“知识论”、“技能论”的影响，容易让学生走入“唯课本

论”的死胡同。因此，笔者运用身边博物馆资源，构建有价值的“第二课堂”，让其成为课堂教学

的重要补充，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力、增强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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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秋季学期开学之前，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身为教师，把“双减”政策切实有效地落实到日常教学工作当中，让学生真

切感受到“双减”政策给他们带来的新变化，是我们需要接受的新一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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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馆融合模式内涵
校馆融合模式提出的探索目

标和内容是双方以文化交流、共
同发展为纽带，通过校馆融合机
制、学校历史课程与教材研发、
校馆融合教学模式与实施手段、
校馆融合教学与推进历史教师专
业化发展关系等内容的研究，探
索在新课改背景下，形成校馆融

合的历史课程，并形成学校历史
教材和适合育人生态发展的历史
教学模式。

由于高中本身教学的特殊
性，学生难以挤出大量时间在博
物馆中自主探索，因此就需要教
师整合资源，使校馆空间一体化；
同时适当给学生自主实地探究的
空间，实现“践、学、研”过程的一

体化。
（二）育人生态现状分析
将博物馆资源与育人生态价

值结合起来，是育人模式的一种
创新。博物馆资源的德育功能和
其他历史资源的功能一样，也对
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对我国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
意义。然而在对学生的调查过程

中，笔者发现，学生有近三成从未
踏足过中国港口博物馆，有近六
成的学生虽然去过但是仅仅是走
马观花式的参观。这使得本来极
具价值的博物馆资源“明珠蒙
尘”，同时也反映出近在咫尺的校
外教育资源并未引起老师们在促
进育人生态发展作用中的足够重
视。

基于中国港口博物馆拥有丰
富历史资源，现行高中历史教材的
知识体系庞大，而书本知识深度不
足，学生需要更多历史资源加深对
教材的理解，因而校馆融合模式能
够弥补课堂教学的局限性、提升育
人生态质量，因此，笔者提出以下
几种途径，为挖掘校馆融合模式的
潜力提供一些借鉴。

（一）课程理念统一化
在开发校馆融合路径时必须

要明确一个原则：与学校育人理念
统一化。要关注到校馆融合模式的
最终目标是为了学生，这也是教育
发展的根本命题。在探索落实校馆

融合助力育人生态优化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坚定秉持课堂内外教
学理念的统一性：即以学生发展为
本，通过课程开发和实施，为学生
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体系化
根据港口博物馆的不同展览，

可以将课程安排为不同的专题。专
题按照时空系列编写，将古今中外
对照。同时，每一专题分为四个部
分：博古通今知识展览、课堂内外
知识串联、自主探究发现新知、课
后评价助力提升。又根据不同年级
学生历史素养的不同水平，分别制
作适应不同层次的校本课程体系，

力求将教材内容与博物馆资源有
机融合。

（三）学习方式多样化
借助于不同学科的理论，能够

更好地丰富学习的模式，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在外语培训模式中，有
一种方式被称为沉浸式语言学习，
而这种方式同样也适用于历史学
科。目前中国港口博物馆的AI技
术已经比较成熟，能够帮助复原部
分历史；而且在浩瀚丰富的馆藏文
物包围中，学生更能够带着“理解
的眼光”看待历史，能够通过产生
互动感而增强对历史的认同感，从
而更有助于激发学生对学习历史

的兴趣。同时，学校还可以利用假
期，组织学生分批走进博物馆，通
过体验式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模
式，提前给学生发送一份学习的任
务清单，从而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培养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产生探
知历史的欲望，让他们能在学校的
教学任务结束之后，有走近博物馆
的强烈愿望和想法，为学生未来的
学习打好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与
实践活动相结合，打破了传统教学
模式以教师讲述为主的单一教法，
不再只是强调知识的传授，而是注
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在实践
中，真实感受历史的魅力。

中国港口博物馆承载“港通天
下”的文化内涵，为学生了解中国
港口历史、探求港口未来的学者提
供学术交流平台，也为学生培育对
历史文化的兴趣、形成对家乡的文
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提供直观形象
和互动氛围。笔者通过实地走访、
调研，总结了以下三方面价值：

（一）助力核心素养落地
新课改背景下，历史学科教学

越来越重视学生唯物史观、时空观
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
怀五大核心素养的培育，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走进中国港口历史陈列，学生
们透过历史时间的轴线，了解远
古、古代、近代、现代四个历史阶
段，透视我国港口的发展变化。通

过各历史阶段中国港口发生的具
有断代性、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
重要史实、典型事件、重大成就，学
生能够理解各个历史时期全国港
口的发展全貌，从而理解特定的史
事是与特定的时间、空间相联系，
有助于学生唯物史观与时空观念
素养落地。同时，也表达了“北仑历
史就是不同时期北仑人博纳兼容、
开拓进取的历史”的主题思想，表
现出各个历史阶段北仑发生的重
要史实、典型事件和重要人物。有
助于加深学生对家乡历史的理解、
增强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助力家国
情怀素养的落地。

（二）培育高尚道德情操
港口博物馆中蕴含的精神力

量在教育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在

北仑港口建设的过程中，涌现了
许多感人至深的历史人物，这一
些人努力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
使命，勠力同心、筚路蓝缕，展现
了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艰苦卓
越的奋斗精神和勇为天下先的创
新精神，对学生人格力量的产生
提供了良好的榜样和借鉴；把这
种高尚的人格精神灌输到学生的
思想中，能够使他们日渐形成集
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
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三）形成理想信念导向
宁波是海上贸易最发达的城

市，朝廷设市舶司管理税收，又是
丝绸之路的出发地之一，许多文
物、资料见证了海洋文化。历史不
仅给人传达普通的信息，更重要的

是传递着独属于历史的厚重感与
温度感，而这份情感对于学生理想
信念的导向作用至关重要。

博物馆中呈现的以当代港口
技术为背景，按照港口基本构成、
主要功能、基础设施、重要设备、关
键技术、支持系统，展示现代港口
的技术特征和地位作用。在了解专
业功能的同时，激发学生在学习中
力求跨越历史的界限，去探索和追
求更加美好的未来，培育学生“道
在日新，艺亦需日新”的信念。通过
文化交流变迁以及社会变迁，结合
时代背景的变化，使学生理解一个
民族只有强大才能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要不断发扬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理想信念，为推动中华民族
走向复兴提供前进动力。

三、内化实践：校馆融合实现路径

二、甬韵馆藏：中国港口博物馆历史资源及育人价值

一、溯源穷流：开辟校馆融合路径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