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  English  Français  

标题检索 检索

 

新闻摘播       重要言论     重要文章       本网首发      学术动态      社科论坛       报刊文摘     网络文摘      六大建设  

热点解读    政策法规解读    国情调研    反腐倡廉    法治社会    科技动态     读与评     咨询台     网友之声    社科大讲堂  

专家访谈       学部委员     名家风采    学林新秀    学术经典库     专家库    数据库    港澳台    

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语言学  统计学  艺术学   情报与文献学  军事学   国际问题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社团学会 > 学会园地 > 专题活动 

返回首页      正文字号：【小】【中】【大】

责任编辑：钟永新 

文档附件： 

中国博协社教研讨会在井冈山举办

张俊梅

2013-10-24 14:30:00   来源：中国文物报 2013-10-23 

   

  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承办的“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

员会2013井冈山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井冈山举办。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张建新，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

业委员会主任、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长郭俊英以及国内百余家博物馆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针对新形势下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加以讨论和交流。如何发挥博物馆的自身优势，不断创新教育新模式成为研讨热点

话题。郭俊英认为，免费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参观博物馆的热情高涨，对博物馆的展览、教育、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突出公益

性，增强服务性成为博物馆的共识。社教专委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教育活动的策划更加深入细致，内

容越来越丰富，很多博物馆开始尝试根据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要着力开展各项培训和科研工作，学习

吸收国际博物馆教育新理念，加强各行业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博物馆教育专业化，提升博物馆教育人员专业化。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馆长肖邮华认为，博物馆的教育工作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必须不断探索，创新博物馆教育工作的模式。近年来，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突出自身特点，邀请革命后代、知情人、专家与广大观众面对面交流，他们运用史料研究成果，编撰了“先烈故事版”

“国情教育版”“党风廉政版”“群众路线教育版”等不同版本的讲解词，同时还推出“网络课堂”课题。如今已形成“基本陈

列讲解为主，专题教学、现场教学和互动教学课程并重”的社会教育工作新模式。 

  中国国家博物馆曾推出的特色展览“阳光少年”，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样，受到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此次研讨

会上成为与会者谈论的话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黄琛认为，“阳光少年”之所以受到社会欢迎，除了内容的丰富外，主要是采用体

验式、互动式教学的模式，打破思维束缚，为青少年营造了一个轻松平等的学习环境。 

  博物馆教育如何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研讨会上令人关注的问题。河南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刘玉珍认为，社会的环境变迁和公

众诉求改变，为现代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博物馆在以物为重的基础上，必须加入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服务模式。博物馆

社会教育非强制性教育，要结合公众服务要满足观众多方面需求，使其获得积极的博物馆体验。 

  如何利用新媒体创新博物馆教育模式也是热点话题。四川博物院教育推广部主任郑小萍介绍该院探索的新尝试。今年8月，

四川博物院与中国移动四川成都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现代移动通信技术深度开发四川博物院文化资源，在掌上

博物馆、移动博物馆等进行广泛深入合作，观众进馆后通过使用四川博物院手机客户端，就能浏览四川博物院所有场馆、文物、

活动、展览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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