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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有关博物馆教育的论述具有独到见解和超前认识，特别是他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功

能和美育功能的研究和推行，对于现代博物馆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政治经济逐步全球化的今天，博物馆

教育已经超越了科技传播的层面，在让国民分享人类智慧成果的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对个

人而言，博物馆是学习知识、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它为人的继续社会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促进了美好情感的构

建和发展。基于蔡元培先生的博物馆教育思想，我们试图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探索现代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并使之不断

丰富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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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r. Cai Yuanpei’s (Tsai Yuan-Pei or Jolin Tsai) ideas of museum education are full of transcendent awareness in
many aspects. In particular, his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museum function in public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are still signifi原
cant in regards to modern museum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we hav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into Cai Yuanpei’s ideas of museum education, and based on that we have analyzed how to protect and advocate our national tra原
ditional culture, promote people’s ever-growing socialization, reinforce cultivation of aesthetic emotion, and develop a deep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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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useum educational function, which in turn may facilitate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a museum at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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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革

命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早在 1912 年他

就提出了“五育” （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

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

并举的教育思想，为中国近现代的教育走向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蔡元培先生一生著书立说无

数，他的博物馆理论虽未系统成册，只散见于

一些著作中，但他对博物馆的独到见解和超前

认识，对于现代博物馆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特别是他提出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教

育机构，应该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同时博物

馆也是一个进行美育的理想场所，普及博物馆

教育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有利于完善他们的

人格，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解读蔡元培

先生的博物馆教育思想，针对保护和发展本民

族的传统文化、推动人的继续社会化、培养美

好的情感体验，以及进一步促进认知活动和人

的和谐发展等方面进行剖析，从深层次上挖掘

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内涵，以期为提升博物馆的

教育功能提供思路和方法，使我们对博物馆社

会意义和教育意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 蔡元培先生的博物馆教育思想
1.1 博物馆应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

最早的博物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90 年建

立的亚历山大博物馆 （缪斯神庙），这里陈列了

关于天文、医学、文化艺术等各学科的藏品，

各地的学者、作家经常聚集在这里，从事研究

工作，大批来自各地的青年跟随他们学习。从

这里可以看出，最早的博物馆已经具备了基本

的社会教育功能。

20 世纪初的欧洲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教育的投入。作为一个重

要的大众教育机构，欧洲博物馆的种类、数量、

规模及其管理手段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蔡元培

先生早年曾留学德、法等国家，后又数次考察、

访问过这些欧洲国家，其间游历过许多博物馆，

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博物馆教育思想的形成和

实践奠定了基础。

1916 年 12 月 27 日，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

会上，蔡元培先生提议，政府应大力提倡开办

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等科学场所，以满足大

众学习知识的愿望，促进他们科学文化普及和道

德教育水平的提高。

1922 年 12 月 25 日，蔡元培先生在京师市

民会上进行“市民对于教育之义务”的演讲，其

间提到：“教育亦并非全靠学校，如动物园、植

物园、博物院、图书馆、戏院、影戏馆都有教育

的作用。”[1]

1927 年 11 月 12 日，在暨南大学应邀演讲

时，蔡元培先生谈到了中国新教育的趋势，他认

为，政府应该出资积极开办美术馆、展览馆、音

乐院等教育机构，培养大众的艺术兴趣，提高他

们的审美水平。

很显然，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中，博物

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科教场所，在那个战火纷

飞、时局混乱的年代里，它更应该发挥启迪心

智、御辱图强的作用，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教育

机构。蔡元培先生用其毕生的精力推行并实践着

他的博物馆教育思想。1912 年，蔡元培先生在

担任民国教育总长期间，创建了国立历史博物馆

筹备处，并为此奔走呼吁，多方筹集资金，这就

是 1926 年正式对外开放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

身；1930 年，在蔡元培先生及社会各界名流的

大力支持和动议下筹建了青岛水族馆，并于次年

举行了落成典礼；1933 年，由蔡元培先生提出

并倡议，创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博物院

拟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邀请翁文灏、李

济、周仁分别为三馆的主任。筹备处申请、筹集

建设经费，收购、接纳各类公私珍贵古物，集中

全国第一流珍品约二三十万件，后来发展成为南

京博物院。

1.2 博物馆是进行美育的理想场所

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系里，一直非常

推崇对学生进行美感教育，这也是他“五育”并

举的教育方针之一。蔡元培先生认为，美感“介

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在现

实世界里，凡人皆会因生死离合祸福利害等种种

境遇而产生爱恶惊惧喜怒悲欢之种种感情，而一

旦将这些引入绘画、诗歌、音乐等而成为美的材

料，则审美者除得一“浑然之美感”外，不会卷

入现实的情感矛盾之中。美感已超越利害关系和

人我之分界，“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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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通过美感教育来陶冶净化人的心灵也是

进行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蔡元培 1922 年发表了 《美育实施的方法》

一文，他认为美育可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教

育三种途径实施，特别是在社会教育中，美术

馆、音乐会、影戏馆、历史博物馆、古物学陈

列所、人类学博物馆都是进行美育的理想场所。

其中，“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大半是美术品，

可以看出美术进化的痕迹”[2]； “古物学陈列所，

所收藏的大半是古代的美术品，可以考见美术

的起源”[2]； “人类学博物馆，所收藏的不全是

美术品，或者有很丑恶的，但可以比较各民族

的美术，或是性质不同，或是程度不同。无论

如何幼稚的民族，总有几种惊人的美术品。又

往往不相交通的民族，有同性质的作品。很可

以促进美术的进步”[2]； “博物学陈列所与植物

园、动物园，这固然不专为美育而设，但矿物

的标本与动植物的化石，或色彩绚烂，或结构

精致，或形状奇伟，很可以引起美感。若种种生

活的动植物，值得赏鉴，更不待言了”[2]。
通过这些科普场馆的教育作用，可以使各

个层次的观众接受美的熏陶，感受美的存在，

进而培养美的情趣，提高审美水平，最终实现

人的和谐发展，这是蔡元培先生博物馆美育思

想的核心。

2 蔡元培先生博物馆教育思想的社会心理

学启示
2.1 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有利于保护和发

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文化是指：“在一特定群体或社会生活中

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

其中包括了价值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

风俗习惯、风尚、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及其

相应的物质表现形式。”[3]

如果说学校是传承人类文化的“第一课

堂”，那么博物馆则是继续这种教育作用的“第

二课堂”。和学校教育方式不同，博物馆是一个

开放的、非强制性的、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教育

对象的社会机构，它通过各种藏品为媒介，传

递本民族的价值观、社会规范、生活技能、科

学知识等信息，使人们能够有效地了解社会、

分享经验、增长知识，促使他们接受社会主流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经历了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等民族耻辱的

磨练，也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民族危

机的考验，20 世纪初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全面

衰退，在民族文化上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引

入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

行了拯救和反思，兴建各种博物馆、展览馆，满

足公众学习的愿望，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导

向之一。它对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扶植新兴社

会主流意识，改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动摇性，重塑国民性格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再次掀

起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电子技术、光通讯技

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能源的利用，

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而在 20 世纪后期，随着国民经

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发生了

深刻的变革，进入了一个全面转型时期，中国

的传统文化再次面临着剧烈的震荡。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每个人每天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

大量的外来文化信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

进行文化创新和移入的过程，如果对外来文化

不加判断地吸收和借鉴就会影响本土文化的再

生和创造，甚至导致它的衰落和消亡。因此，

在这种文化震荡时期，博物馆扮演了一个拯救

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其社会教育意义也变得

更为深远。

传统上来说，博物馆的收藏凝练了人类文

化的精华，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不同的藏

品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文化发展状

况。通过这些藏品，观众可以直观而全面地认

识本民族丰富的物质文化，并在这些物质文化

的背后了解到更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心理文化，

感受这些有形和无形的传统文化带给他们的巨

大影响，加深他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

境的理解和尊重，促进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

而这种价值观念，正是构成国家、城市发展重

要的人文要素，对生活其中的人们能够产生同

化和支持作用，这种同化和支持作用反过来又

极大地强化了公众的主体意识，为正在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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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回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立足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我们再次面对汹涌

如潮的外来文化时，必定会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和抉择。特别对于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少年来

说，通过博物馆的学习参观，了解中华民族几

千年积淀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增强他们的民

族自信心和责任感，使他们在良莠不齐的多元

文化中能够把握前进的方向，吸取百家之长，

提高自身的文化创新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文化复兴奠定基础。

2.2 博物馆教育是人继续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

境中，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语言、规范、

价值观等社会文化行为方式和人格特征，适应

社会并积极作用于社会、创造新文化的过程。”[4]

从个体来说，在生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追求，

因此他必须不断地掌握不同的满足自身欲求的

社会行为模式；从社会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

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相应

变化，只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做出选择，

继续进行社会知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

面的学习，对现有的社会行为模式不断修正、

补充，才能增强社会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这是

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因此，社会化不只是人的

童年课题，而是一个终生课题。继续社会化就

是一个使人的文化知识不断丰富与更新，行为

与观念不断发展与成熟的过程。

20 世纪初，当大多数国民的思想意识还停

留在三纲五常、八股科举的传统层面上时，博

物馆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教育机构进入了中国，

这些科学场馆对自然、人类、艺术等内容的宣

教，使长期闭门造车的国人为之耳目一新。各

类科学博物馆在传递科学知识的同时，也逐步

帮助人们摆脱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推动了

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更新，促进了国人的社

会化进程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和谐统一。

今天，学校教育肩负着幼儿期、学龄期和

青年初期的社会化任务，但对于成人的继续社

会化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且其教学内容远远落

后于知识的更新和发展，已有的社会行为规范

也不断受到冲击，因此博物馆教育为人的继续

社会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不论是在校读

书的学生，还是工作的成人，抑或退休的老人

都可以在博物馆里各取所需，找到自己的兴趣

点和知识点，接触到书本以外的新知识，这对

学校教育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和延续。

另外，博物馆在展示各种藏品的同时，也

将这些人类文化成果中所隐含的价值观念、行

为规范、社会制度等信息传达给观众，使他们

在潜移默化中不断修正和补充自身的社会行为

模式。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里，通过对自然科

学发展历史和研究成果的展示，观众可以了解

大自然的变迁和生命的进化规律，感受到地球

46 亿年的沧桑之旅和生命进化漫长而艰辛的历

程。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生态环境里，以现实、

理性的态度面对人生，使自己的思想、行为符

合不断变迁的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持续地完

善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角色。在社会历

史类博物馆里，观众可以了解到人类社会发展

的过去和现在，进一步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和生活经验，以开放和宽容的胸怀审视各种社

会文化变革，促使自身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社

会行为模式，为再生产社会经验和创造新文化

提供契机。

2.3 博物馆美育中情感因素的构建及其意义

由美国心理学家沙赫特和辛格提出的情绪

理论表明，情绪是由认知过程、生理状态和环

境因素在大脑皮层中整合的结果。环境中的刺

激因素，通过感受器向大脑皮层输入外界信息；

生理因素通过内部器官、骨骼肌肉的活动向大

脑输入生理状态信息；认知过程参与对以往经

验的提取和当前情境的评估，而对以上三方面

信息综合处理的结果最终导致情绪经验的产生，

其中认知因素对情绪的产生起关键作用。

博物馆是艺术的殿堂，其中的藏品陈列、

建筑设计、讲解交流都体现了与博物馆类别相

匹配的艺术风格。这些充满人性化的信息加速

刺激观众的感官，被迅速输入大脑皮层后，会

引起中枢神经的兴奋，他们可以结合以往习得

的知识经验，对当前的参观内容进行评价，并

由此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对注

意、记忆、判断、推理等认知活动有极大的推

动作用。美好的情感会加速对决策有关材料的

加工，促进思维的流向，使人不费力地回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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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材料，从而会简化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同

时，积极情感下的人通常会用肯定的眼光看事

物做判断，并表现出积极的行为。当观众将这

种情感体验融入到后续的认知活动中，就会形

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并选择合适的信息加

工策略，提高自我效能感。

另外，博物馆美育有利于培养人的道德感，

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在参观博物馆过程中所产

生的美好的情感体验，除了包括审美、认知等

方面的情感倾向，还包含了道德层面上的情感

成分。通过各种藏品的展示，可以将社会主流

标准支持下的道德观传递给观众，使他们产生

认同感，并在这种情绪的感染和鼓舞下对自身

的道德标准不断地进行修正和完善。正确的道

德感是塑造健全人格的前提条件，它在精神层

次上可以鼓舞人们努力进取、实现自我。

100 年前，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博物馆美育思

想为中国教育界提供了一种思路，为混沌的中

国社会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标准，唤醒了处于

困顿迷茫思想状态下国民的意识。三纲五常、

诗赋经文已经不是创造个人价值的有效途径，

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国家利益是紧密联系的，只

有驱逐列强、发奋图强、国富民安才能谋求个

人幸福。博物馆的展品带来的不仅是美的享受，

更让国人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步伐已远远落后于

世界许多国家。艰苦奋斗、御辱图强成为这一

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道德感。

100 年后的今天，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大发

展，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变。通过各种收藏展

示，追古抚今，感受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领

略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公众会产

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跟随科技发展的步伐，

公众也体会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巨大

影响，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物质精神文

化成为博物馆教育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公众在博物馆里能够更加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

这一历史使命和它所带来的社会责任感，从而

也为自身的和谐发展确立了方向和人生目标。

3 结语
蔡元培先生的博物馆教育思想为百年前风

雨飘摇的中国提供了新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

拓宽了国民的文化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科普意识

和科学素养。今天，当我们再次追忆蔡元培先

生的博物馆教育思想，依然能感受到博物馆教

育对于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和提高民族整体素

质的重要作用。对于一个占地球人口总数 1/4 的

泱泱大国来说，提升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意义已

不止于国家和民族层面上，而应提升到对整个

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上。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

进步将是博物馆教育研究中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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