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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儿童在与博物馆的互动中"浸润式地欣赏$体验$探索"逐渐萌发并形成博物意识%与博物馆学习相比"幼儿园科学探

究活动体现了博物意识范畴中的收藏意识$观察意识$互动意识和创新意识%为提高儿童科学探究的质量"教师应结合博物

意识采取适宜的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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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式多样的博物馆不仅为亲子活动提供

了互动的场所"更成为丰富儿童知识经验"激发儿童

好奇心"增强儿童探究技能的重要阵地%从儿童对

博物馆的浓厚探究兴趣可以发现"有效提升儿童科

学探究学习仅从提高教师科学素养和教学能力入手

还不够"重要的是从儿童出发"发现并培养儿童的博

物意识%

一"博物馆与博物意识

儿童博物馆"顾名思义"是以儿童为主要对象"

为其提供体验自然$社会$文化和科技的场所"它是

一个扩展感官体验"刺激想象力"儿童能自由交换意

见的寓教于乐的教育设施%从面向大众的博物馆发

展到针对儿童学习体验的儿童博物馆"体现了社会

对儿童需要与兴趣$个性与发展的关注%

最早的博物馆///亚历山大博物院被解释为

+供奉缪斯$从事研究之处所,

-

#

.

%

"是古希腊人供奉

专司历史$艺术和天文等九位女神的缪斯庙宇"并进

行专门知识的研究和传播"附设植物园和动物园等

设施"类似于今天的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档案馆等

机构的综合体"但脱离了群众基础%近代之后的博

物馆则专门收藏$研究$展览人类文化珍宝%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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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英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现代意义上的博物

馆开始强调展览方式的多元化"向互动参与式的展

览形式发展%博物馆逐渐成为儿童参与学习体验的

教育场所"并不断分化出专门为儿童建构的主题博

物馆%

#CA!

年儿童博物馆之父斯巴克指出"儿童博

物馆在框架上兼具文化和教育"以儿童为中心"通过

观察$探索$互动$体验为儿童提供自由探索$自由学

习的空间"可以说实现了福禄培尔的+供儿童使用的

公共游戏场所,%

儿童在与博物馆的互动中"在浸润式地欣赏$体

验$探索过程中逐渐萌发并形成博物意识%+博物,

最早在)山海经*中指能辨识多种事物"博学识物%

关于什么是博物意识"学界并没有一种科学的界定"

只是从经验层面对其内涵展开阐释%目前较为统一

的认识是虞永平教授的概括"所谓博物意识"就是广

泛关注$深入观察$静心欣赏$积极探究的意识-

!

.

%

有研究者指出"在以非学前教育学科为背景的研究

文献中鲜有出现+博物意识,这一概念"大家更多地

从儿博馆的主题选择$展览方式$服务对象$教育效

果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

&

.

%在学前教育领域内基

本围绕+广泛关注$深入观察$静心欣赏$积极探究,

的博物意识开展探索%一些幼儿园一线教育研究者

将+博物意识,作为创建幼儿园主题博物馆的理论依

据和实践目标%例如"南京市第一幼儿园以博物意

识为基础探索新的幼儿园课程实践模式"同时提升

园本课程理念-

%

.

!泉州市机关幼儿园结合闽南文化

和博物意识理念开创了+宝宝博物馆,

-

G

.

%

总之"博物馆的现代化扩展了其社会价值和内

涵"使教育性成为博物馆社会功能的首要职能和核

心要素-

#

.

"儿童博物馆的出现强化了人们对于+儿童

中心,思想的认识%

二"博物意识下的儿童科学探究学习

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科学家,"因为儿童天然

地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并积极地尝试$探索和理

解周围的世界%)

&XI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

出"儿童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趣"体验探究

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儿童的科学学习不仅

在探究过程中习得一定的科学经验"更重要的是掌

握一种看待世界的态度和方法%不论是自发探究"

还是教师组织的有目的的探索"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探究都需要儿童具备一定的探究能力%在博物意识

引领下"儿童可以提高对客观事物的辨识力$敏感

性"从而理解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规律-

!

.

%

儿童科学探究学习中所体现的博物意识应包括

以下四个方面%

#一$收藏意识

生活中可以发现"儿童对事物的好奇心常常表

现为爱收集各种小物品%例如"形状各异的石头$不

同颜色的树叶"甚至地上的一个小瓶盖$一片羽毛也

能成为儿童眼中的宝贝%这些在成人看来似乎都是

垃圾"但对儿童来说却视为珍宝%这种收藏意识可

以说与人类早期的博物馆创建意识不谋而合"区别

在于博物馆收藏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物"儿童

的+藏品,则是他们经验成长的见证物%科学探索

中"物是探究的载体"儿童在与物的互动中丰富着科

学经验%不管是科学观察的对象还是科学实验的工

具"操作过程中的+物,都可以来源于儿童的收藏品%

一方面"这些物品源于儿童的兴趣和好奇"是儿童偶

然发现或有目的收集的"符合儿童的审美旨趣"因而

愿意主动探究!另一方面"儿童的收藏物来自他们的

生活世界"也满足科学探究内容的启蒙性要求%

#二$观察意识

观察意识是从玩乐到探究的重要环节"仅仅注

意到有趣的事物还不是真正的博物意识"只有展开

细致的$持续的$有目的的观察才能深入全面地了解

探究对象%博物意识"不只是在探究对象的数量上

丰富多样"还要体现为对探究对象的深度知觉%例

如"在+化石挖掘体验,的博物馆探索活动中"儿童通

过挖掘寻找化石"并通过观察辨别石头与化石的区

别以及化石的种类%再如"儿童将收集的叶子按他

们期望的分类方式进行观察统计"并记录在观察记

录纸上%这些科学探究活动实现的条件就需要儿童

具备观察意识%儿童能够在教师或其他成人的问题

引导下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从而实现探

究层次的升华%

#三$互动意识

波士顿儿童馆的馆长斯伯克&

F2N04,-/

>

(NT

'

领导对儿童博物馆进行理念和陈列设计的重新定

义"采用互动性的策略%

#CI%

年"他首次举办+里面

是什么,的互动展览"将展厅中的玻璃柜子移开"代

之以适合儿童的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使参与性互

动的展示成为可能-

I

.

%%

%此后这种互动展览模式使

得儿童在博物馆中从被动接受的角色转变为主动参

与%基于建构主义的+建构主义型,博物馆出现在

!"

世纪
C"

年代末"+做中学,科学教育在世界很多

博物馆风靡%儿童从隔着玻璃观赏"到可以触摸"再

发展到参与式互动体验"儿童在与环境和材料的相

互作用中不断地挑战着他们的认知平衡"在不断的

同化
X

顺应
X

同化
X

顺应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提升了经

验%这里的互动既有与活动材料和环境的互动学

习"还要和同伴及成人交流$分享$合作%互动合作

学习能培养儿童更高程度的自信"学习更加投入"学

习动力更足"同时问题解决能力$独立的学习技能也

能在合作中得到显著提高-

#

.

#I

%例如"儿童利用听

诊器测量心跳变化就需要与同伴的合作"儿童先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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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试验"通过翻转沙漏计时"而后到走廊上跳绳"再

用沙漏记录时间"从而比较心跳的变化%这种简单

的合作学习背后体现的就是主动的互动意识"儿童

作为学习的主体"只有积极地投身于他们所感兴趣

的人和物"不断地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儿童才会真正

地体验到科学之美%

#四$创新意识

人们在进入博物馆欣赏陈列物时"并非完全被

动地接受信息"每个观众都会站在各自的立场创造

性地解读对藏品的感受%在互动体验式儿童博物馆

中"陈列策划者会结合儿童的兴趣设计精彩纷呈的

互动项目以发展儿童的想象力%例如"儿童在观察

欣赏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后"为其提供美工材料"儿童

就会根据标本特征创造性地制作他们心目中的标

本"作品进而展览"使得静态的博物馆焕发生命力%

创造意识在幼儿园科学探索活动中更加不可或缺%

通过创造"儿童可以发现同样的东西具有更大的价

值"发现物体有不同的形态"发现问题的多种解决途

径%例如"耳朵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儿童也可以想象

和表征声音"并创造性地画出不同的音色和音量%

三"基于博物意识的教师支持

#一$珍视儿童的发现*尊重儿童的收藏

收藏意识的背后是儿童对未知事物和现象浓厚

的好奇与热爱"儿童的收藏并非都是+破烂玩意,"看

似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对儿童来说却充满着生

命力%在幼儿园科学探究中"教师应尊重儿童的收

藏兴趣"珍视儿童的发现"所谓的+以儿童为中心,并

不是尽量为儿童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而是愿意站在

儿童的视角和他们一起分享发现的乐趣!此外"幼儿

园的科学探究材料可以来自儿童的收藏"例如将儿童

的藏品放置在科学角用来开展共享型的科学活动或

科学讨论"每一个藏品的主人一定都有+千言万语,愿

意分享%教师不仅仅要尊重儿童的发现"还要引导儿

童学会分类与收纳"以增加儿童对物品再认知%

#二$引导儿童学会观察方法

观察意识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深入学习的可能%

儿童天生喜欢观察"尤其对于他们感兴趣且有未知

信息的事物"教师需要在多种层面上支持儿童的观

察%首先"针对儿童观察的零散性和表现性特点"教

师应鼓励儿童调动多种感官"例如引导儿童比较不

同石头在外形$颜色$温度$触感等方面的差异"调动

感官能帮助儿童提高注意环境中的细节和细微变化

的能力!其次"引发儿童分享自己的观察"如果有观

察博物意识"儿童则会接纳认可他人的观察结果"并

试图从他人角度再度观察!另外"鼓励儿童描述观察

的体验"尤其用多种词汇去描述物品%

#三$鼓励儿童在互动中建构经验

儿童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更有效的运

作方式是实现互动展览"将儿童的角色转变为主动

参与$自由探究的角色"从而促进儿童感知觉$思维

能力$社会性$问题分析及解决能力等发展%提高儿

童互动水平离不开教师提供的+有准备的环境,"可

通过富有挑战的问题引发儿童的认知冲突"教师作

为+探究者,和孩子一起探索未知"鼓励儿童和同伴

合作学习等%例如"某中班师幼确定了+声音,主题

后"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展开讨论"说说你听到过的声

音1 你喜欢什么样的声音1 身体哪些地方会发出声

音1 水里能听到声音吗1 教师在倾听孩子们讨论的

同时记录下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同时参与孩子们的

讨论"引导他们对+声音,展开更多讨论和想象%

#四$提供自由的探究氛围*支持儿童的想象力

建构主义作为探究式科学学习的知识论基础"

强调知识不是权威且唯一的"在具体的问题解决中"

需要针对具体情境对原有知识进行再加工和再创

造%儿童不乏创造意识"他们很多的奇思妙想更是

冲击了成人对科学的理解%指导儿童科学探究活

动"重要的是教师要打破+话语霸权,"接纳$支持和

鼓励儿童以不寻常的$创造性的方式使用设备$材

料"提出建议"尝试新实验和解决新问题"允许并鼓

励儿童用个性化的$多元化的表征方式表达他们对

事物和现象的理解%教师作为儿童学习活动的支持

者"还应用开放式的提问激发儿童发散思维%例如"

在一次关于动物的+衣服,科学活动中"教师形容乌

龟壳的纹理和足球纹理一样"都是五边形"但有儿童

提出质疑"于是引发大家的讨论%为了验证各自的

想法"儿童和教师在第二次的活动中亲身观察乌龟和

足球实物"竟发现足球的纹理是由五边形和六边形构

成的"而龟壳的纹理主要以六边形为主%可见"允许

幼儿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尊重彼此独特的看法"并

通过合理方式验证假设"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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