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科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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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supplementary venues used for learning things，the field trip pathways serve a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audience to understand resources and to use them effectively in museum learning.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related
foreign countries for a long time. After long-term development，practice and revise，the field trip pathway in western science
centers has formed mature design ideas. The audiences’feedback is also positive. It’s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centers in China.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the law governing these pathways，by taking one example in USA，it
tries to analyze the design intent，content structure，education ideas and function there，and eventually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cent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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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参观指南作为场馆学习的辅助性资料，对于观众了解场馆资源及进行有效学习起着重要作用，在国外科

技馆中早已得到广泛使用。经过长期的研发、实践和修改完善，国外科技馆的参观指南已形成了成熟的设计思

路，观众使用效果反馈良好，对于我国科技馆教育的发展而言，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文章以美国旧金山探索馆

的一份针对学校团体开发的参观指南为案例，结合具体文本内容和实践资料，深入分析其设计意图、内容结构、

教育理念及功能，在此基础上，探索美国探索馆参观指南的设计思路和规律，以期为我国科技馆教育事业的发展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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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引导观众参观，帮助观众进行

自主学习，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科技馆兴建

之初，不少国外科技馆就尝试开发各式各样的

参观指南作为场馆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多年探索，国外科技馆已经积累了大量内容成

熟、功能各异的参观指南，提供给观众进行场

馆学习使用。以美国探索馆为例，其参观指南

按使用对象可分为针对学校团体、家庭和散客

等多种；按主题可分为声音、光、电磁等不同

科学领域；按内容可分为路线导览、展品探

索、参观记录等。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馆对

教育研究的重视和深入，不少国内科技馆通过

收集模仿国外科技馆的教辅资料也开发出了

不少针对本馆展览的参观指南，但是就水平和

质量而言与国外科技馆还存在较大差距，其内

容多为简单的参观路线图和展品介绍，形式也

比较单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开

发人员没能充分理解其背后的设计思路和教

育理念所致。本文选取美国旧金山探索馆针对

学校团体开发的 《探索馆路线图 （衔接课程指

南） ———光的颜色》 为例 （以下简称“参观指

南”），深入剖析参观指南类教辅资料的设计意

图、教育理念、教育功能、内容结构等，以期

对国内科技馆相关教辅资料的设计提供帮助。

1 探索馆参观指南的设计意图
国外科技馆有很多展品，展品之间都有一

定的关联，按着顺序参观下来，本身就是一个

很好的参观学习路径。但是，不少国外科技馆

都结合本馆展览依据特定主题开发了多条不

同的参观线路，并配合设计了引导场馆学习的
“参观指南”，详细阐述了参观过程中所应关注

的重点展品以及该主题展品所集中体现的核

心知识概念。那么，设计参观指南究竟意义何
在呢？

探索馆在其 《探索馆展品手册》 中对此给

出了明确的答案：“探索馆展品发展的焦点在

于创建特定概念的展品组。尽管单独的展品可

能有趣并且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它们顶多只
能提供某一个科学概念或原理的浅显介绍。而

通过相关的展品组，我们的观众将有机会从不

同视角来体验同一个科学概念的不同表现形

式，这样为进一步深入理解相关概念提供一个

知识架构。针对某个单一概念提供一组展品，

能让博物馆成为一个非常灵活的教学环境。展

品可以‘周日观光’的形式为家庭观众所用，

或者以教学道具的形式为大学教授或中小学校

教师用于教学。这种多变的应用形式无法通过

单一的展品示例来实现。”[1] 由此可见，设计

参观指南其最终教育目的是通过引导观众亲自

操作表现同一科学概念主题的多件不同展品，

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同一概念，并应用多种实验

方法来认知同一概念，形成一个整体的知识框

架和概念图示，从而避免了因对知识理解的片

段化、零碎化所导致的不能达到真正理解、灵

活应用的状况。

以探索馆为例，它设计有许多反映光学现

象的展品，这些展品可以组合成很多条不同主

题的教育线路。而本参观指南只选取了“光的

颜色”为视角来探寻可见光的一部分特性。

“光的颜色”其本质是光的频率 （或者是波

长），因为光之所以会呈现不同颜色主要是不

同色光频率 （或波长） 不同所导致的。观众在

这条学习线路上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认识光

的颜色的本质。 《光的颜色》 参观指南的核心

意图就是想让观众知道“可见光是由不同颜色

的光组成的 （不同频率的光组成） 从而推广到

光是一种由不同频率的电磁波组成的”这一概

念。由于“不可见光”在实际生活和教学实践

中不容易被观察到，因此选取“可见光”作为

认识光的本质的突破口就再合适不过了。因

此，以公众容易观察和能够理解的主题作为概

念认知的切入点，是避免因畏难情绪而丧失探

究兴趣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2 探索馆参观指南的内容结构及教育功能
该参观指南是针对学校团体参观而开发的

辅助学习资料。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课堂活动” （Classroom Activities），主要是给

学校教师看的，相当于老师的课程教案或教师

指南。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教师组织课堂活动之

需，另一方面也是试图让教师了解探索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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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提供的光学主题的展品及教育活动资源；

另一部分是“学生用展品指南” （Exhibit

Guide for Students），专供学生使用，主要是引

导学生对展品进行操作和现象观察。可以看

出，这两部分的作用不同，内容的重点也不

一样。

“课堂活动”部分，侧重于系统知识的介

绍。从牛顿发现可见光分为 7 种颜色的历史和

方法说起，到麦克斯韦对光的电磁波本质的探

索历程都有涉及。涵盖的知识点包括：人类肉

眼所见光的范围只是太阳释放所有能量中的很

小的一部分；太阳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外释放能

量；这些波的频率连续变化，从能量最低的长

无线电波，到能量最高的 X 射线短波；我们肉

眼所见的仅仅是太阳能量———即我们所谓的

“光”的很小的一部分等。内容有很强的逻辑

性和条理性，各知识概念之间相互关联、互成

体系。此外，该部分还提供了通过折射、衍

射、干涉、散射、吸收等 5 种方法让学生能够

看见并自行从太阳光中分解出彩色光线的实验

操作办法。在介绍这 5 种方法时，既说明了原

理，又给出了实验的具体操作步骤。这样做，

教师在将来指导学生时就可以使学生在实验时

既获得直接经验，又获得间接经验，这是探索

馆教育中所贯彻的最主要的经验。

“学生用展品指南”这一部分的内容则写

得比较简单。主要是提供了探索馆中体现光

的颜色主题的 12 件展品，展品名称为：衍射，

颜色移除，太阳画，光谱，肥皂泡，大桥之

光，彩色的影子，光岛，彩虹叠加，颜色桌，

极光，肥皂膜画。其中前 7 件展品有详细的观

察记录要求，这些展品也是通过折射、衍射、

干涉、散射、吸收 5 个方面引导学生对光的颜

色有所认知；后面 5 件展品只提供了展品介绍

和位置线索，是对光的相关知识的扩展。该展

品指南在最前面有一段内容综述：“太阳光

是由所有的彩虹色构成的。事实上，人肉眼所

见的多数光均是由多种颜色的光混合在一起

形成的。本路线图所列的这些展品可以让你

利用透镜、棱镜、甚至肥皂泡来分解光。你可

以游戏于太阳光分解所形成的巨大的颜色带

中，也可以发现发光气体中所隐含的颜色。如

果你在操作展品时需要帮助，请向穿着橙色夹

克的讲解员寻求帮助。”[1]教育目标和实验方

法都蕴含其中，不仅向学生传达了需要了解的

核心知识点，还简单说明了展品的大致内容，

让学生在使用展品指南前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和把握。该展品指南没有给学生提供更多的理

论知识，而是引导他们利用展品去做实验，让

他们自己从实验中观察现象，得到直接经验，

根据这些经验再推导出结论。这样做，主要是

为了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培养学生独立自主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现象中分析得

到应有的结论。

总体而言，“参观指南”包括的内容更为

广泛，既有提供给教师使用的课程教案，又有

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展品指南。探索馆工作人员

会通过各种途径在学校团体到馆参观之前，将

“参观指南”送至教师手中，参观指南对于教

师的作用主要是参观前和参观后两个阶段，其

中的教师手册提供了在科技馆参观之前或之

后做的相关课堂活动。教师可根据其提供的内

容在参观前设计并组织参观前的课堂谈论活

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出供学生探究

的重点问题，让他们对要了解的知识内容有所

预期[2]。此外，在参观结束后，教师还能根据

参观指南设计延伸活动，利用在参观活动中获

取的知识概念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或者

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作为实验器材来重现

相关的知识概念，加深理解，从而将场馆参

观中获得的直接经验和知识概念应用到实际

生活中。因此，参观指南所要实现的教育功

能正如 《探索馆展品集》 中所说：“是用于

衔接学校班级到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课程的

基于展品的教材，是利用展品作为有效教学

道具进行教学的方法。”[1]

“学生用展品指南”仅仅是针对学生和参

观个人的。其内容通常是针对一个特定主题展

区的 8~10 件展品，是对同一主题的一组展品

的现象观察和思维活动记录，其目的是通过引

导观众对展品进行操作实践，理解其背后蕴含

的相关科学概念，适用于在展厅参观的学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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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主要应用于在场馆学习的过程中。

目前，探索馆已经开发了 15 种基于不同

展品展区的参观指南，内容涉及光、视觉、声

音和电四个领域。仅光学而言，就有反射、光

的弯曲、光的颜色 3 条不同的参观路线图，虽

然都是光学主题，但不同路线图所体现的核心

概念却存在差异。

3 探索馆参观指南的教育理念
纵观国际科技馆的发展历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对布鲁纳“发现学习”的理论实践到

20 世纪 80 年代对施瓦布“探究式学习”的长

期探索[3]，始终都走在国际科学教育实践的前

沿。历经 30 余年的发展，国外科技馆在“探

究学习”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累

累硕果。大量研究资料表明，“探究学习”的

理念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国外科技馆展品设

计、说明牌内容编写、学习单内容设计、教育

活动策划以及网络教育项目研发等诸多领域，

成为国外科技馆实现探究式教育教学的重要思

路[4]。“探究学习”的教育理念在探索馆 《光

的颜色》 参观指南中也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探究学习”的提出者施瓦布曾表示：

“如果说布鲁纳是从教育内容的侧面，展开他

的‘发现学习’理论，那么施瓦布则是从教学

方法的侧面，展开他的‘探究学习’理论。两

者的共同点是，强调创造性教育的必要性与

可能性。”[5]按照施瓦布的说法，“探究学习”

侧重教学方法，而“发现学习”则注重教学内

容。在国外科技馆参观指南设计中，会根据具

体情况对两种教育理念进行合理利用。但是由

于“发现学习”要求学习者只能通过亲自实践

自主获得一手资料，并且需要对整个概念的内

容结构非常了解，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而言

实施起来都具有很大难度。相比之下，利用不

同的实验方法对同一事物进行探究可以借鉴

前人的做法，操作起来更加容易。[6]因此我们

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科技馆的

多数参观指南还是侧重从方法的角度对事物

进行探究，是“探究学习”思想的一种体现。

探索馆 《光的颜色》 参观指南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

例如在“教师指南 （课堂活动）”部分，

首先给出了让学生看见太阳光的颜色的两种

不同方法：一种是利用棱镜分解可见光还原了

牛顿的光学实验，另一种则是利用手持式反射

镜、装水的浅盘及屏幕等生活中唾手可得的资

源来进行光的分解实验。以此为基础，对光与

色的本质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同时，

为了探究如何从太阳光中分解出彩色光线，还

给出了折射、衍射、干涉、散射、吸收等出自

多种理论视角的实验方法。每种理论视角既说

明了原理，又给出了实验的具体操作步骤，还

给出了产生相应实验现象的多种路径。例如利

用折射现象得到彩色光线，可以通过棱镜的楔

面、吊灯的水晶吊坠、闪耀钻石的复杂切面等

路径来实现。除此以外，还要求教师启发学生

思考“他们所能想到的尽可能不同的制造彩色

光线的物品和方法 （水晶挂件、水晶耳环、刻

花玻璃餐具、人造钻石等物品，以及用浇花的

软管喷水产生彩虹等方法）”。以此引导学生产

生联想，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对知识概念进行

扩展和延伸。

在“学生用展品指南”部分亦是如此。利

用展品作为实验工具，引导学生从折射、衍

射、干涉、散射、吸收等多种理论视角探究产

生或去除彩色光线的实验方法，从而对相关概

念形成认知，对于相关的概念内容则几乎没有
涉及。

实际上，人类在探索自然奥秘的时候，往

往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在科技馆进行教育活动
时亦是如此。我们有时需要对内容详尽展开观
众才能很好了解，这时就要偏重内容，分层次

展开，由浅入深的发现；有时则需要通过不同

的理论视角和实验方法对某一事物进行探究，

才能找出最合理有效的办法，以确保结果的正
确性。[7]因此，究竟是采用“探究学习”理论

还是采用“发现学习”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教学
实践，最终还是要视我们教育活动的实际需要
来定。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建立在

“学习者自主获得的信息是在观察、实验、调

查、解读或研讨的基础上，通过整理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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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经历一个发现的过程”，这是“探究

学习”和“发现学习”的共性要求[8]。

4 探索馆参观指南的特点分析
探索馆的这个参观指南很有特色，它为我

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其总体的设计思路

就是从已有的展品出发，围绕一个科学问题或

科学概念进行展品参观内容和顺序的编排。正

如“光的颜色”参观指南，围绕“如何实现光

的分解和合成，从而认识到可见光由七种颜

色的色光组成”这一问题，引导观众通过操作

展品、观察实验形成对该问题的深刻认识。这

样，观众既深刻领会了相关的科学知识和概

念，又学会了分析问题的方法。通过深入分

析，我们能够发现探索馆参观指南主要有以

下几个特点：

（1） 指南是以探索馆的展品为线索的

对探索馆参观指南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很

容易发现，指南中绝大多数知识点都有展品

作为支撑，例如讲光的衍射现象时就有“衍

射”、“肥皂泡”、“肥皂膜画”等多件展品作

为实验教具，这就为学生获得直接经验提供

了物质基础。科技馆最主要的学习方法就是

要使参观者获得直接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

观众得到的知识相对扎实可靠。

（2） 指南是有主题的，用主题把一组相关

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人办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

就是办事的主题。参观指南从展品出发形成一

个链条，用来说明一件事，解决一个问题。其

目的就是要让观众通过参观，学会一种思考方

式和认识问题的方法。例如 《光的颜色》 参观

指南中想要说明的“可见光可分解为 7 种颜

色”就是一个主题，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如

何将可见光分解为多种颜色？”，围绕这一问题

进行多种方法的探讨，从而将折射、衍射、干

涉、散射、吸收等概念串联起来。

（3） 指南的学习方法是采用了探究学习的

方法

探究学习注重教学方法，在研究光的颜色

时可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探究。例如在

《光的颜色》 参观指南中，采用了光的折射、

衍射、干涉、散射、吸收等多种理论方法来制

造彩色光线，实现光的分解与合成。由于太阳

光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分解成单色光，因此研

究光的颜色可以采用的方法也是多样的，这

样做可以加深观众的印象，从多个不同的视

角更好地说明光的本质。

（4） 教学线路不仅与探索馆的展品相关

联，也与生活相关联

在学生使用的部分，指出了可以从生活中

找到相关的现象和通过用一些简单的生活用

品亦可以得到相应的实验结果。这就告诉观

众，科学的道理就在你身边，科学的道理与你

戚戚相关，科技馆的作用就在于此。

5结论
科技馆展览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教育，展品

是为教育而设置的。如何发挥展品的教育作用

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参观指南”的设置就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通过参观指南把内

容相关的展品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

用以加深对某一概念的认识，同时也为培养观

众的思维能力和方法开辟了一条路径。因此，

参观指南所设计的参观路径往往也是一条掌

握知识概念和思维方式的路径。

随着探究学习成为国际科学教育的核心，

基于探究学习的教育活动已经成为世界科技

馆教育发展的一种潮流和趋势。国外一些先进

科技馆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开发出很多成功的

案例，也探索出许多先进的理念。探索馆 《光

的颜色》 参观指南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馆校结

合推广探究式教育的很好例子。我们国内科技

馆可以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实际，

开发出适合本馆的教育活动，促使我国科技馆

教育水平和质量的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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