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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廿一世紀所擔當各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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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全方位學習延伸、擴闊及促進
學生在各學習領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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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的功能和對象

• 大多數國家地區把收藏、研究和教育
列為博物館三大基本功能；其中收藏
是基礎，研究作手段，最終目的是為
「教育」服務。

• 博物館面向群眾，每天眾多參觀者各
有不同的文化社會背景；因此，博物
館的教育必須切合社會大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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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與學校教育相輔相成

• 博物館利用藏品文物、實物標本、場景展
示、多媒體等資源，為觀眾提供真實的學
習情境，讓他們進行自我探究式的學習。

• 學校根據課程要求，選擇適合的博物館以
組織學生參觀。學生透過參觀活動，可以
增廣見聞，從而補充和鞏固在校內所學習
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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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所提供的教育活動

• 講解導覽

–安排導賞員為參觀者講解館藏內容

• 出版刊物

–導賞單張、小冊子、展品專刊……
• 動手操作

–參與者利用博物館的各種資源，通過觀
察、動手操作與協作，在探索體驗中學
習，親身感受探究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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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參觀博物館的注意要點

• 「放羊式」的自由行

–學生如劉姥姥入大觀園，面對眾多精美
展品卻沒有學習焦點。

–對促進學生學習所產生的作用不大。

不建議教師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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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博物館參觀活動的要點

• 教師做好事前準備工作，構思有焦點的學習內
容，並且讓學生帶着問題而參觀：
–選定與課程相關的學習重點及適合的博物館。

–事前做好資料搜集。

–盡量親身到博物館預先考察一次，決定參觀路
線及重點參觀的展品。

–編訂相關的學習素材（參觀前、參觀期間、參
觀後），並視乎情況而考慮會否於參觀期間加
入其他學習活動，例如訪問、問卷調查。

–派發參觀前的學習素材，要求學生事前閱讀，
並向學生略為講解參觀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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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參觀博物館的注意要點

• 參觀期間，充份利用現場環境氛圍和實物的
剌激，訓練學生的觀察能力

–引導學生以五感觀察特定事物→「全感官」經驗

–適當時予以簡短講解。

–預留一些時間讓學生於館內自行探索。

–要求學生注重於公眾場合的禮儀，遵守博物館所
訂下的參觀守則。

• 參觀後，從不同形式引導學生總結參觀所得，
並給予適當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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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流程總結

活動前作實
地考察

釐定考察
學習重點

讓學生了解
考察重點

考察後總
結所得

事前仔細
構思

編訂學習
素材

於博物館
內作具焦
點的考察

適當回饋
與指導

轉化應用於
課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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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通識教育科課程的博物館舉隅
（香港）

• 綜合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科學館......

• 專題博物館、資訊/資料中心
–香港文化博物館、醫學博物館、賽馬會氣候
變化博物館、展城館......

–粵劇教育及資訊中心（高山劇埸）、衛生教育
展覽及資料中心（九龍公園）......

• 經活化的歷史建築
–香港新聞博覽館、香港鐵路博物館、綠匯學
苑、美荷樓生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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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通識教育科課程的博物館舉隅
（深圳及廣州）

• 深圳

深圳博物館

深圳改革開放
展覽館

• 廣州

廣東省博物館

粵劇藝術博物館

廣東科學中心

廣州市城市規劃
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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