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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修复教学谈博物馆教育模式的创新
◎林永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泉州    362000）

【摘  要】博物馆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特色、挖掘各种宣传资源，才能更好地担负起传播历史文化的使命。文章拟透

过在大学生中开展的一次近半年的文物修复教学实践以及展览宣传的经历，对博物馆教育模式的创新作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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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公益性文化传播机构，博物馆涉及到的教

育对象是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大众。在

文化信息日益丰富的时代，如何满足大众需求达到

教育目的，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2013 年，泉州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以下简称泉州师院）开设《文物修复》课程。为

使学生对博物馆文物工作有更多的感性认识，该校

联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以下简称泉州海交馆）

开展为期 6 个月的教学实践合作（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既有理论教学、实践操作，又

有修复成果展览陈列。这种博物馆与高校合作教学

的形式，对博物馆实现及拓展教育职能本身也是一

种有益的尝试。

众所周知，教育是博物馆很重要的职能，也是

博物馆实现自身价值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时下，

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实现，从形式上归结起来大致有

两个方面：一是以文物、史料等物质形态为载体的

陈列宣传；二是以学术研究、考古、保护修复等为

载体的科研宣传。文物展示和历史表述是博物馆最

基本、最重要的条件要素，通过以物证史，以史育人，

达到宣传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目标。科研宣传侧重

的是博物馆人力资源的开发。二者对博物馆教育职

能的开展必须紧密联系，缺一不可。

然而长期

以来，博物馆

在教育职能的

实现上似乎更

突出前者，后

者作用的发挥

略显不足（尤

其体现在博物

馆业务领域的

一 些 特 殊 人

才，在服务大

众、与大众互

动交流上）。

实际上，博物

馆人才作用的发挥，一旦找到切合点并予以挖掘，

必将成为推动博物馆教育职能发展的优势资源。这

一点，泉州海交馆与泉州师院在文物修复教学上的

合作，便是很好的例证。

笔者有幸被推荐为泉州师院文博专业的 44名学

生讲授《文物修复》课程。在这半年间，学生除了

较为系统地学习文物修复相关专业理论外（图一），

实践阶段还复原 80 余件宋元清时期残损的瓷器文

物标本（图二、三），并完成修复档案的制作。此

次教学合作，博物馆作为掌舵手，全面规划设计文

图一   文物修复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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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修复课程的内容以及学习进度安排。采取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借助展览、利用媒体宣传以扩

大影响。

1. 举办修复作品展览

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只有为人们所知、

所学、所用，才能体现其价值。此次文博专业文物

修复课程是以学生的

修复作品展览作为结

束（图四）。

文物修复作品是

学生学习实践的成

果，为使该教育成果

得以进一步的体现，

扩大宣传影响，泉州

海交馆特地举办了两

场展示学生修复作品

的展览。第一场在海

交馆展厅举办，第二

场是走进高校进行巡

回展览。展览在主题

的形式设计、展品陈

列、场景氛围营造等

方面均由泉州海交馆

的专业人员进行统筹

策划，并让学生参与

其中，接受博物馆展

览陈列艺术教育。

通过展览，每

个参观者近距离地接触到建窑的黑釉盏、德化的白

釉粉盒、安溪窑的葵口杯、磁灶的酱釉玉壶春瓶等

等。多样的器型、莹润的釉色、精美的纹饰无不让

观赏者感叹古代先人的智慧和高超的制瓷技艺。然

而，文物美中不足的残损也让人感受到修复工作的

艰辛，体会到保护文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展览

图二   文物修复实践操作 图四   文物修复作品高校巡展

图三   修复前后对比

清酱釉杯 宋酱釉玉壶春瓶

宋青釉葵花杯 宋元青白釉小瓶

清红绿彩碟 宋酱釉器盖



078 文博论坛

的留言中，参观者如是写道：“珍惜爱护文物，做

文化遗产的守护人”，“人生就应多进图书馆、博

物馆，此文物修复作品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学习知识，

提高技能，更重要的是提倡文物保护意识”⋯⋯有

学生留言:“我热爱海交馆”、“我热爱文物修复”、“我

能到海交馆实习吗？”等等，表达了对博物馆工作

的美好愿望。可以说，展览的教育意义已超越了“物”

本身。

2. 媒体宣传造势扩大影响

缺乏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和参与，一个活动、

一个展览的影响总会有局限，因此，此次的修复实

践课程，在前期、中期、后期借助各种网络媒体，

进行阶段性宣传，先后有《海峡都市报》、《东南

早报》、福建东南网等报道或转载相关信息。众多

媒体的参与，使馆校合作不再是纯粹的教学，而是

与社会大众紧密的联系，扩大了文物保护宣传，延

伸了博物馆宣传教育的面，这是教学合作很重要的

收获。

同时，实践教学现场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在不

影响文物修复实践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参观者观摩。

对学校等单位，可以有组织地进行文物修复操作体

验。敞开、互动式教学，让学生既是学习者，又是

面向社会大众的讲解员和教授者，有利于培育学生

的学习自律，提升学习主动性，并且让更多的社会

大众融入实践教学活动，接受文物保护教育。比如，

《东南早报》组织小记者团走进实践现场，小记者

们在接受文物保护修复知识的讲解之后，自己动手

将破碎的碗，进行粘接复原。这种互动给予他们很

深的体会，有的小记者在实践现场就发出了“长大

后我想从事保护修复工作”的感想，在他们写的刊

于《东南早报》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简单的修复

操作让他们收获了快乐，懂得了珍爱文物的重要意

义（图五）。

二

修复在教学上有两方面的特性，其一是神秘性。

文物修复往往身处幕后，普通大众能与之接触和了

解的甚少，对其认知只能从陈列展示、宣传读物、

研究资料中去感受。这一点恰恰符合了学生猎奇的

心理。其二是互动参与性，这是文物修复与生俱来

的特性。文物修复的信息收集、清洗、拼接、补配、

上色仿釉等每个环节均相互关联、互为影响。修复

操作要求严谨、细腻，需要在参与互动中才能加深

对该技能的体会和理解。当学生在实践中经历过失

败与成功之后，磨炼与体验的过程可以让他们从中

寻找到更多参与的乐趣和自我成就感。

泉州海交馆和泉州师院教学合作前期就构思

“敞开实践，展览跟进，宣传造势”一体化的宣教

模式，通过敞开式教学、举办展览以及借助媒体的

力量，扩大合作教学影响，吸引社会各界人士走进

博物馆，参与博物馆活动，了解融入博物馆。当然，

此次馆校结合的教学合作，之所以能取得良好成效，

关键是泉州海交馆发挥了自身优势。

首先对学校而言，博物馆汇集大量的陈列、考

古、文物保护修复、文物摄影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可以为高校提供必要的师资支撑。泉州海交馆是国

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一家有着国家一级文物保护修

复资质的博物馆，在该技术领域有着资深的专业人

员，可以满足泉州师院修复课程教学的需要。不仅

如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博物馆还可以为学校提

供更多的与课程相关的师资帮助。比如，与修复实

践教学有关的文物摄影、考古等等。

其次对学生而言，博物馆专业人员的授课方式

与学校老师会有所差距，但是，经验与理论的结合，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就理论而理论的说教方式，

更加生动、形象、具体。学生在轻松、交流、探讨

的环境中学习，减少了修复专业性及多学科交叉等

方面所带来的压力。

图五   《东南早报》小记者参与实践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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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博物馆的环境里进行修复实践教学，

与学校的学习环境迥然有异，学生在敞开、互动式

的模拟实验室现场进行修复，接受的完全是一种自

由、开放的教育；修复的器物是真实的文物标本；

补配运用多种材料进行复原；修复形式立足博物馆，

既有陈列修复，又有考古修复。宽松而不失规范的

学习环境，丰富的实践内容和项目，给予学生的是

一种崭新的体验，学生乐于接受且更加投入。

通过泉州海交馆参与泉州师院的教学合作，表

明博物馆业务领域的资源不仅局限于博物馆内部。

博物馆的修复工作完全可以通过挖掘，找出特色、

找准切合点，幕后的业务工作也可以走上前台，走

出博物馆，参与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当然，与学校

教学上的合作对博物馆而言还有着更加非凡的教育

意义，通过教学宣传了博物馆，扩大了博物馆的影

响。通过教学培育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较高

素质、热爱文博事业的生力军，他们将是博物馆教

育传播的使者，鲜活的流动的博物馆宣传代言人。

三

泉州海交馆与泉州师院的教学合作，让博物馆

业务领域人才的作用得以发挥，并运用修复的神秘

性、互动性特点，通过宣传互动、陈列展示系统化

的考虑和策划，创新性地将静态的保护修复的文物，

转化为动态的保护修复理念的传播，让一直隐身于

博物馆业务内部的修复，服务于博物馆教育职能的

拓展。总而言之，修复教学迎合了参与者的内心需

要。精心策划宣传成为教学成果扩大影响的重要推

手。这两方面应该是当前博物馆需要着重思考的问

题。

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博物馆很大一部分的努

力难以被社会大众所认可。持续性、影响力、吸引

力不佳是不争的事实。展览缺乏特色、参观者看展

走马观花时有发生、互动项目单一、可操作性差，

一些网络数字化功能建设滞后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在思想服

务观念的转变上还不够，与时代同步还有一定差距。

博物馆在开展活动项目的可行性评估方面仍较为薄

弱，很多项目缺乏群众基础。为此，博物馆在把握

好与参观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需要建立起以大众

需求为出发点的服务理念，不仅考虑自身能做什么，

更要考虑大众需要什么，并做好目标市场调查和评

估。 

与此同时，博物馆众多的资源如何开发、推广

给大众并为大众所接受，这是策划营销的问题。现

今，信息的多元化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发展，人

们可接受到的文化服务渠道特别的广。在这种时代

背景下，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实现自

身教育目的，需要在策划营销模式上有所创新，不

断吸纳先进的经营理念，走出一条适合博物馆的营

销发展道路。从近期和远期进行规划，经过一系列

包装打造，使博物馆的活动项目形成富有感召力、

吸引力、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以品牌效应带动博物

馆教育职能的进一步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