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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情形势对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提出了更高要求，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开发有利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能够发挥博物馆的教育优势，满足中小学儿童的教育需求。国内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

源开发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网站有待优化、资源更新不及时、价值引领不足等问题。博

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开发需要根据儿童不同年龄段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进行精细分类，同时不能忽略

儿童家长的关注和诉求。在此基础上，博物馆应当在人才建设、理论研究、资源质量、宣传渠道和评价

反馈等方面升级优化，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助力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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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pidemic situation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play of museum education 
fun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children’s education resources in museums is conduc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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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inheritance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advantages of museums to meet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children’s education resources in domestic museums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websites to be optimized, resource updates 
that are not timely, and insufficient value leadership.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ducational 
resources online in the museum needs to be finely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physical and psy-
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and the concerns and demands of children’s 
parents cannot be ignored. On this basis, museums should upgrade and optimize talent construc-
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ource quality, publicity channels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improve 
social service capabilities, and help cultural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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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9 月 30 日，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

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博物馆网络教育资源建设，推动博物馆青少年优质教育资源建设，有效衔接中

小学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需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本区域网上博物馆资源平台和博物馆青

少年教育资源库，促进与中小学网络教育资源对接[1]。在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和新冠疫情常态化的背景

下，《意见》的发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博物馆应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积极开发线上教育资源

尤其是面向儿童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职能。 
目前，国内有多家博物馆进行了面向儿童的线上教育资源开发与投放，亦有多位学者对博物馆线

上教育资源和线下儿童教育活动展开相关研究，如刘明星认为中国园林博物馆整体化、系统化、多元

化和差异化兼具的线上教育体系对建立“多元和包容”的博物馆线上教育模式具有一定现实借鉴意义

[2]；周婧景从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视角探讨了国内博物馆儿童教育现存问题及解决措施[3]；陈晨以

南京博物院的儿童教育活动为基础对博物馆儿童教育进行了深入思考，以期能够提升博物馆的儿童意

识和探索更适宜的博物馆儿童教育[4]。现今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博物馆线上教育资源开发、儿

童教育活动等领域，对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关注不充分，仅见张瑾瑜[5]、沈莉[6]有简要的讨论，尚有

广阔的探索空间。本文以故宫博物院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例，对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作一分析

与讨论。 

2. 疫情之下的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 

在当前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下，博物馆积极进行线上教育资源尤其是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开发具有

必要性和可行性。国家层面对传承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愈发重视，渐趋常态化的疫

情防控形势和日益多元化的教育体系要求博物馆做出相应的尝试和改变。理念的升级、技术的飞跃以及

政策的支持使得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发挥作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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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

是一所大学校。”[7]通过博物馆这一窗口，广大人民群众能“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坚定文化自信”[8]。进行博物馆线上教育资源的开发有利于“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

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

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亦有利于“向国际社会展

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

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9]。 
新冠疫情已然呈现出常态化趋势，为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实现博物馆教育功能的优化升级，博

物馆需要积极寻找补充路径，加强网络教育资源的建设。面向儿童的线上教育资源能够使受众突破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摆脱诸多不可控的环境因素，提高博物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频率，是社会教育的有机组

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益补充。儿童家长往往会关注博物馆线上教育资源对孩子身心健

康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电子产品丰富、网络资源众多的背景下，如何保护孩子的视力成为父母忧心的

一大难题。博物馆应当重视家长诉求，在开发线上教育资源时寻找新形式、新方法，比如在线上教育的

过程中联系实际生活，引导儿童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探索和思考，既能巩固儿童在博物馆学到的知识，又

能减轻电子产品对稚嫩眼睛的伤害。 
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育具有顺序性和阶段性，在利用博物馆线上教育资源时的心理特点和行为动机

与成人有很大不同，需要色彩更鲜艳、形式更新颖、态度更亲和的教育表现形式。博物馆需要了解和尊

重儿童，根据其心理认知特点分年龄段有针对性地设计适合不同年龄儿童的博物馆线上教育资源，真正

服务于其兴趣和需求。当今社会的儿童教育要求更加多元化，博物馆线上教育资源对学校和家长都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能够对接博物馆教育与儿童教育，推动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体系，增强儿童利用博物馆

的学习效果和博物馆职能的发挥效果，有利于满足儿童扩充知识与培养技能的需求，使儿童在主动参与

互动体验的过程中掌握理解事物的方法，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2.2. 可行性 

中小学阶段的儿童是与博物馆联系最紧密的群体之一，是博物馆教育的重要对象。随着博物馆工作

者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理念不断更新升级，针对儿童的博物馆线上教育资源的建设成为关注重点

之一，国内有不少博物馆对此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如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等均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并呈现出向高质量、精细化发展的趋势。 
在飞速进步的计算机技术的支撑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纷纷在博物馆实

际应用中大展身手，有利于将博物馆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提高资源整合重构的效率和质量。博物馆线

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开发能够在技术上实现高质量、高标准，达到博物馆线上教育的预期。 
目前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校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减轻学生课余负担，提高课后活动质量，这使得

儿童有较为宽裕的时间来接受丰富多彩的博物馆线上教育，充分利用博物馆线上教育资源来达到提高综

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的目的。 

3. 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现状 

故宫博物院的线上儿童教育资源开发状况基本上代表了国内最高水平，体现了国内博物馆工作者在

这一领域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同样，其不足之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博物馆的短板和不足。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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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博物馆作为世界著名博物馆之一，其线上儿童教育资源是行业的典型代表，有不少优秀的线上教育

资源开发案例，可以为国内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开发提供借鉴。 

3.1. 故宫博物院 

3.1.1. 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现状 
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设有青少年版本，可从官网主页切换进入。青少版官网中面向儿童的线上儿

童教育资源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见图 1)：一是主页中的“免费讲解”，分为“紫禁城建筑的秘密”和“大

臣历险记”两个模式，主要采用互动视频形式，用户可以选择跟随不同的主角线上趣游故宫。二是“上

书房”，包括紫禁学堂、故宫藏宝和故宫小百科，主要介绍故宫藏品、文化习俗、建筑布局等相关知识。

三是“故宫大冒险”，分为四个模块，微剧场以视频形式讲述了主人公小玄和小雅误闯神兽世界的冒险

故事；游戏区包括一系列故宫小游戏，如《太和殿的脊兽》《曲水流觞》《皇子的课表》等共十一个；

收藏馆包含多个故宫出品 APP，有《皇帝的一天》《胤禛美人图》等共十个，其中《皇帝的一天》APP
专门为儿童设计，其他则面向全年龄段用户，可跳转链接下载；精美壁纸页面内有近三十张高清壁纸，

可以根据颜色进行查找。 
除此之外，普通版官网主页中教育板块内放置有“我要去故宫”微课堂(见图 2)。这是一套由故宫博

物院和中信出版集团精心为孩子们准备的线上故宫课程，以新颖的形式，深入浅出的讲解，带孩子了解故

宫的宫廷建筑、历史文化、文物精品，共包括十节免费公益视频课，每节课十分钟左右；文创板块下包括

有彩色漫画《故宫回声》，以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事件为背景改编而成，目前已完结，一共十二话[10]。 
除了官方网站，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数字故宫”中亦有大量实景游览、文物欣赏等线上资源，

“口袋宫匠”建设紫禁城等小游戏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3.1.2. 存在问题 
故宫博物院的线上儿童教育资源走在国内行业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资源类型丰富、形式

多样，内容生动活泼、充满童趣，符合儿童的认知习惯和心理特点，受到广大儿童喜爱，且已形成自身

的品牌效应，在国内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开发建设领域具有引领作用。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仍

然存在可以改善的空间，任重道远。 
首先，网站建设有待优化。故宫博物院官网单独设计了青少版，说明其具有分类意识，但除此之外

网页其他板块中仍散落有儿童教育资源，主页上方的导航链接设置不清晰，资源跳转秩序不佳，需要进

一步调整优化，提高流畅度。 
其次，资源更新不及时。部分模块如“我要去故宫”微课堂等公告显示将会每周更新，但实际已久

未上新。另有一些模块在数量上有待扩增，开发停滞。要想建设成系统化的线上儿童教育资源体系，需

要抓住时代热点，立足自身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进行成系列的持续开发。 
再次，价值引领不足。在技术支撑下，故宫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开始已经走上游戏化、文创化道路，

以视频、游戏等生动形式进行故宫文化的传播固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考虑到主要用户群体是自制力

较差、理解力有限的少年儿童，当形式新奇有趣时更要注重文化价值内涵的塑造，要把传递精神内核、

深化文化内涵放在重要位置，找到形式与内容的平衡点。 

3.2.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3.2.1. 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现状 
大都会博物馆建有专门的儿童学习网站“#metkids”，其理念是“为了儿童而建设，与儿童一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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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Youth edition of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Palace Museum (Sourc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Palace Museum) 
图 1. 故宫博物院官网青少版(图源：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 

 

 
Figure 2. “I want to go to the Forbidden City” micro-class (Source: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Palace Museum) 
图 2. “我要去故宫”微课堂(图源：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 

 
儿童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设”。该网站主要面向 7 至 12 岁的儿童，供稿人主要为纽约五个城区以及世

界各地的儿童，他们为网站的设计、维护和内容更新提供了有力帮助(见图 3)。 
网站主要由三大功能板块构成：探索场馆地图、穿梭时光机和观看视频。探索场馆地图板块是在一

张卡通化的场馆地图上标出多个圆点，儿童可点击圆点查看对应物品的详细信息，并根据选项进行观看、

发现、想象、创造等方面的探索(见图 4)。定制化的穿梭时光机能够根据用户选择的时间、地区、类型等

信息检索藏品并随机掉落一件，新鲜感较强(见图 5)。视频板块主要囊括创造、问答、儿童创作和庆典四

个类型近百个视频。创造部分的视频提供一些有趣的 DIY 教学，比如制作漫画书、用马铃薯作画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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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部分的视频采取儿童提问、专家回答的方式，用浅显易懂、亲切近人的形式引导儿童深入了解博物馆

及相关知识；儿童创作则是儿童们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为灵感拍摄的影片，生动地展示了儿童对

艺术的解读；庆典部分的视频主要是博物馆举行的一些庆祝活动的资料，比如“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拉丁美洲嘉年华”等。 

3.2.2. 可取之处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史悠久，线上儿童教育资源开发建设走在世界前列，技术比较成熟，建构比较完

整。 
 

 
Figure 3.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metkids website (Sourc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图 3.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kids 网站(图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网站) 

 

 
Figure 4. Map (Sourc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图 4. Map (图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网站)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8435


王靓冰 
 

 

DOI: 10.12677/ass.2022.118435 3179 社会科学前沿 
 

 
Figure 5. Time Machine (Source: official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图 5. Time Machine (图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网站) 

 
首先，目标针对性强。大都会博物馆将儿童资源置于从官网链接的单独网页中，与其他教育资源相

分离，说明其具有根据受众年龄特点和认知方式进行分类对待的意识。网页设计色彩鲜艳，生动活泼，

符合儿童的视觉认知特点，有利于产生吸引力。 
其次，知识建构性强。网站将馆藏从空间、时间和社会意义三大维度进行梳理[11]，便于儿童建立起

结构稳定的知识体系。同时，对藏品的介绍不仅仅局限于作者、年代、地区等基本信息，还通过提问、

建议、举例等方式引导儿童基于藏品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有利于传达藏品的文化内涵。 
再次，资源趣味性强。场馆探索地图绘制精巧，细节颇多，且色彩对比强烈。藏品介绍和思考引导

延伸性强，吸引力足。时光穿梭游戏充满不确定性，有利于激发儿童探索欲望。 

4. 思考与展望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线上儿童教育资源建设走在行业前列，值得国内博物馆学习借鉴，博物馆应当

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改良，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4.1. 对比与借鉴 

故宫博物院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线上儿童教育资源分别代表了国内外先进水平，两者都采取了色

彩浓郁、风格活泼的形式设计，对儿童吸引力较强。在知识的系统建构上，故宫博物院的线上儿童教育

资源逊色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资源模块众多，管理体例不统一，难以使儿童建立起风格

一致、结构稳定的知识体系。反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线上网站架构清楚，藏品知识点逻辑清晰，有

利于儿童把握关键信息。且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线上儿童教育资源更加注重知识的延展性，能够举一反

三，从一件藏品的单一信息中衍生出联系实际的实践内容，引导儿童加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比如

#Metkids 网站中探索场馆地图模块提供了“想象”和“创造”的引导，帮助儿童在理解藏品的基础上进

行实践探索，如狮鹫青铜头的“创造”部分写到：“狮鹫的喙、舌头、嘴和眼睛都形成了弯曲的线条，

创造了一种运动感。他眼睛上方的三个拱门特别有表现力。你的眼睛能做出多少表情？把你脸的下半部

藏在一张纸或围巾后面，让一个朋友猜猜你试图通过移动你的眼睛和眉毛来表达的感觉”。一座河马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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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创造”部分引导儿童写一个关于河马威廉的古代或现代的冒险故事，包括故事发生在哪里，出现

什么其他角色，以及威廉将看到和做什么[12]。如此不仅使儿童在网络上学习知识、拓展视野，还引导儿

童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创新、深入探索，值得国内博物馆学习。 

4.2. 建议与展望 

针对以上情况，博物馆应当深入思考在进行线上儿童教育资源开发时要注意的问题，多维度考量可

行做法。 
第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开发需要、新媒体开发、视觉艺术以及儿童

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参与，博物馆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复合型人才，提高博物馆专业人

员的配置水平，同时对相关人员进行持续跟进的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促进开发工作的顺利推进；

另一方面要建立相关的绩效激励制度，增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开发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非浅尝辄止即可

应对。博物馆工作者要深入且系统地对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进行针对性研

究，为线上教育资源开发提供理论支撑，依据规律进行资源开发，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 
第三，提升资源开发质量。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资源开发需要重视质量，扩充类型，创新形式，为

广大儿童提供优质、合适且有意义的教育资源。博物馆要培养目标意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

目的明确且适宜的线上教育，确保教育内容可被接受，利于儿童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培养。同时注意

保护儿童身心健康，严格筛选资源内容，利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使博物馆教育对儿童现实生活和学

习产生积极的作用，将儿童从电子产品和网络中解放出来。 
第四，拓宽传播宣传渠道。博物馆要优化官方网站建设，利用好微博、微信、知乎等平台，做好网

络宣传工作，及时发布有关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最新信息，及时更新陈旧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宣传

力度和广度；同时不能忽略传统的宣传手段，在纸媒、广播电视和实地宣传上持续发力，扩大信息传达

的人群范围，并保持较高的宣传频率。 
第五，健全评价反馈机制。博物馆要针对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的利用状况制定有效的评价反馈机制，

及时收集下载量、播放量、评论等多方位反馈数据并进行分析，将其纳入长期的评价体系中，持续跟进

资源发布和维护状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资源开发策略。 

5. 结语 

新冠疫情形势下，线上和线下并重成为博物馆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面向儿童的线上教育资源开发

应是当前博物馆关注的重点之一。线上儿童教育资源对博物馆教育职能发挥和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

义，值得博物馆工作者为此付出努力，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国内大多数博物馆线上儿童教育

资源开发目前仍处于艰难起步阶段，在理念、团队、技术和制度等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博物馆要运

用好互联网这一利器，使线上儿童教育资源真正满足公众的期待和需求，在助力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

同时帮助青少年儿童清楚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明基因、厚植文

化自信、提高文化认同、服务文化复兴提供坚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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