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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博物馆是我国终身教育的重要一环，也是对老龄群体进行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主要场所之一。然而，

通过对贵州省博物馆实地调研资料的分析，得出当下我国公共博物馆应对老龄群体的服务还有待完善，

对于老龄群体终身教育的推进落实还有待加强。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公共博物馆应以助推社会终身教育

建设为重要目标，从整合场馆资源优势、引进和培养优秀人才、拓宽公共教育的覆盖范围、探索老龄化

服务路径等方面做出适当调整及合理改进，推动公共博物馆自身适老化建构，以更好地践行公众终身教

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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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museu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life-long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s one of the main 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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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and cultural popularization places for elder groups. However, analysis of field research data 
of the Guizhou Provincial Museum reveals that the public museum in China needs to improve its ser-
vices for the elder groups and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for the elder 
group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public museums in China should 
take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life-long education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goal. Some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and reasonable improvements need to be made in terms of integrating museum re-
sources, recommending and fostering talents, broadening public education coverage, and adding 
mo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s to promote the elder-oriented structure of public museums, so as to bet-
ter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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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今的“银发浪潮”中如何加速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与强化老龄群体的爱国爱党精神学习，是我

国“十四五”期间实施积极应对“老有所养”国家战略的重点和难点。尤其对于老龄群体的精神需求如

娱乐、学习等由社会承担的部分，应充分发挥国家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其中，作为我国重要公共教育

设施之一的公共博物馆对老龄群体的学习、教育、宣传等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效果。1946 年在法国巴黎

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其协会章程中正式将“向公众开放”写入博物馆定义中。2022 年，第 26 届国

际博协大会公布的关于博物馆新定义中，更加强调博物馆资源于公众的可及性与包容性。在我国，认为

公共性是博物馆的本质属性之一。而博物馆的公共性主要包括公平性、公正性、公益性、公开性四个方

面，其公益性强，国家、社会和个人为博物馆所提供的设施、条件、产品和服务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受

益者为社会公众，无论是由政府办馆还是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办馆，博物馆都具有公益性[1]。我国对博物

馆功能的认识实现了从功能主义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博物馆

成为紧密联系民生，惠及亿万民众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2]。作为社会文化教育的场所，我国的公共博物

馆可以在满足老龄群体具体的文化需求的同时，为老龄群体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学习活动，以增进老龄群

体的知识学习和文化内涵的培养。“博物馆开展社会服务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3]。 

2. 问题的提出 

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严肃社会问题。对于提倡终

身教育的国家或地区来说，作为终身教育中最后一环实践者的老龄群体更引人注目。另一方面，终身教

育是社会福利的重要构成和公共教育的主要内容，并很大程度依赖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由此，

对于如何通过博物馆实现老龄群体的终身教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社会各界紧密关注的话题。如严建强

提出，在外部知识环境的变化下，学习逐渐成为终其一生的事情。“除了以符号化教学及正式教育外，

以实物为材料、非正式教育为特征的博物馆教育变得日益重要”[4]。面对老龄化人口数量的增长，作为

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公共博物馆，在其职能拓展方面，王思怡认为，博物馆在功能上的多元化探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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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特殊的多媒介环境和众多文物及艺术品而成为为观众提供放松疗愈、健康教育的最佳场所[5]。其中，

对于博物馆的适老化研究，学界已有相关探讨。如在博物馆适老化配套设施建设方面，张建新认为，博

物馆应持续加大适老化配套设施建设及设计提供适老化文化服务项目，加快博物馆适老化服务功能转变，

助推社会老龄化趋势下的社会整体适应与协调发展[6]。袁佩佩基于对老龄观众的参观行为和需求，采用

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探讨了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博物馆空间拓展的路径[7]。 
而随着老龄化趋势的持续增长，公共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机构，应加快构建具有人文关怀的博物馆观

众服务。对此，曹兰玉等人谈及博物馆的通用性无障碍设计尤为重要，通过实地调研多个风格不同的博物

馆，探讨其无障碍设施设计的现状，希冀博物馆能够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满足各类人群的使用要求[8]。
而对于公共博物馆践行公众终身教育的问题，邢琰认为，老龄化社会和终身教育发展之间联系的纽带是老

年教育，可通过加强终身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推进终身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形式；提高终身教育覆盖率等

相关措施，积极推进我国终身教育发展体系的建构[9]。与此同时，有关博物馆实践公众终身教育的探讨

上，国外博物馆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于晖通过对日本博物馆老龄化服务建设的论述，提出了国内的博物

馆应当探索在老龄化环境下，该如何拓展博物馆职能以缓解老龄化社会问题[10]。赵梦妍则以新加坡艺术

博物馆举例，表明了其在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时实行的一系列积极举措，让“乐龄”理念贯穿博物馆适老

化建设始终，其开展的具有人文关怀的相关活动对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11]。 
综上所述，可见当下相关研究对于博物馆适老化探讨大多基于宏观层面，尤其偏重于博物馆适老化

服务的建设及对博物馆老龄观众需求分析。虽然已有研究涉及博物馆服务与老龄群体需求的相关探讨，

但研究层面呈现出单一化、零散化、理论化的特点，尤其缺少通过对实际案例分析以探讨终身教育语境

中博物馆与老龄群体价值再呈现的关注。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尝试从我国承担终身教育任务的公共博物

馆出发，分析公共博物馆适老化建构现状与存在问题，并以贵州省博物馆为主要案例，探析如何推动公

共博物馆自身适老化建构路径，以更好地践行公众终身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对老龄群体的文化宣传作用。 

3.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公共博物馆适老化建构现状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飞速加深。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显示，截

至 2020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65 岁及以上人口接近 2 亿人，占

全国总人口 13.5%。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较，60 岁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65 岁及

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12]。可见我国老龄群体人口呈现基数大、发展速度快等特征。随着我国经

济发展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老龄群体对于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逐步提高。在以往的社会文化环

境中，老龄群体时常被贴上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思想保守等标签，甚至被认为他们与现代生活脱节，

难以融入多元开放的社会。这种惯有的语境造成了老龄群体被隔绝化和边缘化，影响了公共博物馆一类

的社会机构对老龄群体的精准定位。 
公共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重要实施主体，是人们进行文化教育、交流的公共空间，也逐

渐成为老龄群体学习、接触文化的场所。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利用公共博物馆积极推进终身教育和参与到

老龄群体的学习娱乐中。如邻国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最早引入终身教育这一理念的国家，早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日本就已形成了终身教育的基本概念，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终身教育政策，以确保每

个国民都可以持续一生地开展学习。随着日本终身学习理念的推广，该国的博物馆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

转变，主要通过系列教育活动的方式来实现，例如举办免费的学术讲座、面对不同的人群增设不同的博

物馆体验工坊、成立“博物馆之友”研究会等实践活动来践行博物馆终身教育理念。在日本的案例中，

从博物馆视角出发进行的社会教育理念的变革，对老龄群体来说，可以通过参加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和志

愿者等相关活动，把在自己的人生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使自己在退休之后还能够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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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奉献自己的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公共博物馆作为实现终身教育重要场所的现实意义。 
虽然当下我国老龄群体不断壮大，但在公共博物馆参观人数的占比中，老龄群体的比重并不高。随

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视觉、听觉、触觉等身体感官会出现衰退性变化。如学习能力已大不如年轻群体，

出现行动能力迟缓、注意力迟钝、思想固化等，这些变化使得老龄群体在面对新兴信息科技方面会出现

畏难情绪和实践困难情况，从而削弱了他们进入博物馆的想法。比如，当下日益发达的网络和手机等信

息终端的普及也一定程度影响了老龄群体对于公共博物馆的使用频次，比如许多公共博物馆选择了开放

日线上门票预约操作，但大部分老龄群体而言实际操作是较为困难的。即便大部分公共博物馆都还保留

有人工售票的窗口，但在节假日线上购票都可谓是一票难求，所以现实中现场人工售票处留给老龄群体

的余票选择几乎没有。 
对于规模不小的老龄参观群体而言，公共博物馆以往适用于年轻群体的参观标准、服务设施等对老

龄群体的适用程度似乎不是很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前来参观的老龄受众群体的关

注度和相关服务完善度有待提高。现阶段，国内大部分公共博物馆的服务设施较老式、运营建设较老派，

不太利于老龄群体参观学习。其次是公共博物馆缺乏专门针对老龄群体的文化服务项目，且服务内容较

单一，对于老龄观众的适配服务项目较少。公共博物馆往往将老龄群体视为一般观众，没有及时给予特

殊的游览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老龄群体前来参观的意愿。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已有不少公共博物馆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严峻态势，立足自身、结合现

实，因地制宜地探索了一系列的积极举措和相应改进。如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孤山馆区)及湖北省博

物馆作出了相关规定：60 岁以上的老年观众不用线上预约，可直接刷身份证入馆参观。又如，2018 年，

吉林满族博物馆在颐和苑敬老院举行了名为“行走路的博物馆”活动，为老人们讲述了关于《话说满族

十八怪》的相关故事，让身体不便、行动不自由的老龄群体也能足不出户感受到更好的学习与体验历史

文化的魅力。 

4. 公共博物馆的适老化建构实践：贵州省博物馆的案例 

在博物馆学语境中，“公众终身教育”的理念已由来已久。早在 1905 年，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博

物馆——南通博物苑，继而提出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思想”：“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国家

重要的学术部门和学校教育的有力助手……博物馆的收藏与陈列要分开方便群众参观与自身管理”。由

此可见，早在民国初期，我国的公共博物馆就已经被纳入国家社会教育的范畴。2016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颁布正式将博物馆界定为法定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指出公共博物馆

的文化服务是“博物馆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为逻辑起点、以满足公众教育、研究、欣赏需求为目的，向

社会和公众提供博物馆文化产品与博物馆文化服务的活动和过程”[13]。 
对此，笔者团队在 2023 年 9 月就公共博物馆面对老龄群体开展终身教育的情况，在贵州省博物馆进

行了实地考察。贵州省博物馆筹建于 1953 年，并于 1958 年正式开馆，馆体建筑共有中部、东部和西部

三部分。经过近 60 年发展，贵州省博物馆藏品总数已积累至 8 万余件。后因发展需要，博物馆计划迁址

新馆。现新馆于 2013 年迁至贵阳市观山湖区，该馆藏民族文物是贵州省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尤其是其中

的中国苗族服饰库和中国苗族银饰库，在国内独树一帜，馆藏位居全国第一。伴随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

加深，贵州省博物馆基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对馆内的观展服务设施进行特殊分众化设置。基于

馆内的相关活动，前台开设“老年人服务岗”减少老年人排队问询的时间、对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

租借轮椅等服务。对于场馆外的活动，贵州省博物馆于 2017 年成立了“贵州省博物馆志愿者团队”，该

团队近年来针对观众的具体需要，不仅举办了一系列专门的活动，甚至将部分展览搬进社区，致力于服

务在观众需要的每个角落，让行动迟缓不便到馆参观的老龄观众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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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Guizhou Provincial Museum 
表 1. 贵州省博物馆开展的社教活动 

时间 主题 主要内容 

2018 “佳节又重阳，描绘文化自信梦” 邀请贵州省老年大学的“同学”到馆参加簸箕画绘制体验活动 

2019 “弘扬雷锋精神 文化志愿服务社区行” 贵州省博物馆志愿者以“文化沙龙”的方式为社区群众发放贵州省博

物馆宣传资料，同时对馆内相关临展和基本陈列展览进行宣讲 

2020 《骏驰骥骧——中国传统马文化展》巡展

走进社区 
巡展将博物馆的展览搬进社区，并细致地宣讲中国的传统马文化，耐

心地解答社区民众的问题 

2020 “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 贵州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携《博物华章图片展》进社区，丰富社区居

民文化生活，履行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2022 “感恩敬老 爱在重阳” 以线上活动的形式推出文物云讲解、手工花制作云教学活动 

2022 “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 以“博物馆力量”为主题，推出《裂变》展览活动，通过“线上 + 线
下”的方式拓宽观众观展范围 

2023 “情暖重阳 爱在贵博” 
重阳忆茫父——颖拓体验活动 省老年大学书法班学员走进贵博，了解姚华先生并体验他的颖拓艺术 

资料来源：笔者据“贵州省博物馆”公众号资料整理而成。 
 

正如 2022 年国际博协公布的博物馆最新定义一般，“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

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贵州省博物馆在深刻理解“观众可及性与包容性”的深刻内涵上，

多元化推进“博物馆 + 学校”、“博物馆 + 社区”等模式，以更多的方式服务于更加广泛的公众，提

高馆内藏品资源的公众可及性和实用性。博物馆是弘扬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场所，并以助推社会

终身教育建设为己任，同样贵州省博物馆也积极探索了老龄群体的终身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形式。如在贵

州省博物馆举办的“博物馆力量”的主题活动中，作为该主题开展的系列活动《裂变》的策展人张小涛

表示，为更好地践行“博物馆力量”这一理念，活动期间除带领观众到现场沉浸式观展外，还要与老年

大学合作，特邀部分老年观众前来观展，以此来传达老龄化背景下博物馆的力量。而贵州省博物馆在 2020
年举办的《骏驰骥骧——中国传统马文化展》的巡展中，也吸引了许多老龄群体驻足观看，并认真倾听

工作人员的讲解，还有的观众还拿起纸笔做笔记，更有社区民众说：“我们这一辈人亲历了国家的发展

变化，切实感受到日子越过越好，本土博物馆在展览引进、文化交流方面取得的成绩令我们觉得非常自

豪”。可见，贵州省博物馆致力于将多元的、包容的、平等的文化深入到普通群体的生活实际中，让更

多人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然则，贵州省博物馆虽有针对性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活动，从上表也可知，该馆每年开展的

相关活动也有限，并且开展的“博物馆 + 社区”活动所涉及的范围也仅在周边社区，未能涵盖更多老龄

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再者是参观该馆皆采用线上实名制预约参观，这对于不太会操作智能信息化技术

的老龄群体来说，无疑是一道“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老龄群体入馆参观的意愿。 
由此，从贵州省博物馆的案例中，笔者认为可从如下方面改善该馆的适老化建构：第一，针对老龄

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应设计推出丰富多元的适老化服务项目。可参考近年来日本的博物馆在适应老龄

化社会方面做出的积极实践：如尝试通过“怀旧疗法”对患有“老年性痴呆”的老龄群体进行外部干预，

通过缓解患者消极情绪，提高其日常行为能力，增进老年人福祉，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医疗的

压力。第二，在数字化产品建设中，要考虑加入适老化这一因素。特别是现今多数公共博物馆都在微信

小程序、官方网站和实体展厅中应用多媒体设备，而这些地方都存在相当大的老年用户数量和比例，所

以需要对这些数字产品进行特定的研究和对适老化服务进行优化分析。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设置人工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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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窗口或者开通电话专线，为那些对智能手机操作不便的老人提供一些无需预约的线下入场门票；又或

如为缩短老人等候的时间，可以适当增加专门的通道，使其更容易进入馆。第三，进一步加大对适老化

水平建设的经济投入。为建设人性化、便捷化的特殊针对性服务，博物馆需要取得除政府更多支持外，

还需要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为该馆的适老化建构的硬件改善、人才培养等提供经济支撑。 

5. 贵州省博物馆之于公共博物馆终身教育启示 

基于上述对贵州省博物馆案例的阐释可见，该馆在面对观众群体中老龄群体的不断增加的情形下，

在结合馆内条件因地制宜地做出了相应调整措施。通过“博物馆 + 社区”的宣传形式及特邀老年大学的

部分老龄群体作为展览观众，这实际上体现了公共博物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为建构老年友好型社会

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同时也为其它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供参考。 
(一) 整合场馆资源优势，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公共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应依据自身资源优势，为社会大众提供正确的精神

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推动文化建设繁荣发展”[14]。公共博物馆基于受众群体的变化，可以从自身出

发，根据老龄群体的具体文化需求进而开展特色的展览活动，引导和促进公众对博物馆发生兴趣。我国

是一个传统文化底蕴丰厚的国家，公共博物馆可以在每年的特殊节日为老龄群体提供特别的体验活动，

如在“中国老人节 1”等重要节日开展特别的展览活动。节日期间，公共博物馆在基于人文关怀的理念下，

可以为老龄群体增设特别的实践体验活动和优秀的精神文化培训等，以培养老龄群体的审美意识和文化

内涵。 
(二) 引进和培养优秀人才，助力公共博物馆多元发展 
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的公共空间，人才队伍的建设是维系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博物

馆应积极引进和培养优秀人才，加强馆际间的交流互鉴，为助力公共博物馆多元化发展注入新思想新活

力。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调研参观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时强调：“博物馆建设不要

‘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内容要突出特色”[15]。公共博物馆需要从地方和自身

特色出发，在树立自己独特根据其发展的新环境和新任务，积极培养博物馆专业人才，提高博物馆从业

人员专业素质，为进一步建构公共博物馆适老化服务体系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 拓宽教育覆盖范围，助力“数字化鸿沟”跨越 
公共博物馆的适老化服务建设，需依据现实环境适当转变展览展出形式，多渠道推进公共博物馆适

老化服务路径，以增强老龄群体的精神凝聚力。而当下随着新兴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已然

成为热门的趋势，利用信息技术推动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同时，需要考虑对数字化设备分众化设计，以

满足多群体的使用。基于老龄群体对数字化设备的畏难情绪，博物馆工作人员可以走进社区，对老龄群

体进行基础的信息技术培训，通过“数字扫盲”帮助老龄群体跨越“数字化鸿沟”。 
(四) 积极探索老龄化服务路径，助力终身教育建构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将老龄教育纳入终身教

育体系，是社会发展与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一项民生工程，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公益性、普惠性价值属

性的重要体现[16]。公共博物馆为促使老龄群体的社会价值再呈现，可以适当降低老年人加入志愿服务的

门槛，以此给予更多老年人加入文化传续的机会；也可主动地调研收集老年群体对于文化的理解并且整

理记录，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与技术传承下去。同时，公共博物馆也应积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结

合时代特点建构老龄化服务路径，搭建好老龄群体的文化活动平台，积极做好老龄群体的文化宣传，以

 

 

11989 年，我国政府正式将农历九月初九正式定为“中国老人节”；2012 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每年农

历的九月九日重阳节作为老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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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更好地满足老龄群体终身学习的具体需求。 

6. 结语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然成为公共博物馆发展建设新的难题。作为社会公益性机构的公共博

物馆应适时做出改变和调整，推出适宜老年人的展览和服务。我国公共博物馆在适老化建构方面有待加强，

易于忽视博物馆观众中老龄群体的参观需求。基于对贵州省博物馆的调研分析可知，其在人口老龄化应对

措施中，依据馆舍条件以分众化方式对不同的群体开展了不同的服务；基于人文关怀的内涵，在特定的节

日针对老龄群体开展了特定的展览活动；采取“博物馆 + 社区”模式让老龄群体也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老年人的休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老年人休闲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重要举措之一[17]。公共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承担着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养、促进其全面发展

的教育使命。尤其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下，公共博物馆作为公众终身学习的重要场所，更应依托

自身优势资源，认真做好公众教育的工作，使人民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而公共博物馆当下应该及时地进行

适老化的变革与调整，向老年群体提供适合的展览与服务，促进老龄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共博物馆“人本

性”特征中以人为本的博物馆新思潮要求博物馆提高对观众的重视，而公共博物馆如何实现为老龄观众提

供真正适宜的服务，探索出适合老年群体的公共教育模式，是公共博物馆应当重点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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