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改革视野下美国探索馆兴起的历史动因新解读

　 　 陈　 荣　 杨　 遍　 戈永鑫①

①　 陈　 荣: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ꎻ 研究方向: 信息化教育与场馆学习ꎻ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

瑜路 １５２ 号ꎻ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９ꎻ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ｒｏｎｇ＠ ｍａｉｌｓ ｃｃｎｕ ｅｄｕ ｃｎꎻ
杨　 遍: 武汉市科技馆馆员ꎻ 研究方向: 科技馆教育与科学传播ꎻ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赵家条 １０４ 号ꎻ 邮编: ４３００１２ꎻ Ｅｍａｉｌ:

１２１９７５８０８２＠ ｑｑ ｃｏｍꎻ
戈永鑫: 武汉市育才小学教师ꎻ 研究方向: 科学教育与博物馆学习ꎻ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１５２ 号ꎻ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９ꎻ Ｅｍａｉｌ:

ｙｏｎｇｘｉｎ ｇｅ＠ ｑｑ ｃｏｍꎮ

　
引用格式: 陈荣ꎬ 杨遍ꎬ 戈永鑫. 教育改革视野下美国探索馆兴起的历史动因新解读[ Ｊ]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ꎬ２０２０ꎬ５(１):８７－９２. [Ｃｈｅｎ Ｒｏｎｇꎬ

Ｙａｎｇ Ｂｉａｎꎬ Ｇｅ Ｙｏｎｇｘ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２０ꎬ５(１):８７－９２.] .ＤＯＩ:１０.１９６２８ / ｊ.ｃｎｋｉ.ｊｎｓｍｒ.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１

【摘要】 美国探索馆作为科技博物馆发展历程第三阶段的里程碑ꎬ 一直被誉为科学中心的圣地ꎬ

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ꎮ 既往对探索馆的研究ꎬ 大都是基于博物馆本位的ꎬ 无法完全彰显其在

科学教育改革进程中的意义ꎮ 本文试图把探索馆的创建置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科学教育改革的历

史场景中考察ꎬ 既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探索馆ꎬ 也有助于更好地彰显其教育价值ꎮ

【关键词】 科技博物馆ꎻ 探索馆ꎻ 弗兰克奥本海默ꎻ 科学教育改革

　 　 过去ꎬ 研究者对于美国探索馆的论述主要

是从科技博物馆演进的视角来展开ꎮ 科技博物

馆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ꎬ 第一阶段的代

表是自然博物馆的诞生ꎬ 第二阶段的代表是工

业技术博物馆的诞生ꎬ 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科学

中心的问世ꎮ 探索馆通常被看作是科学中心发

展的一个里程碑ꎮ 这种以博物馆为本位的研究

虽在轮廓上详细阐明了探索馆与前几代科技博

物馆的分殊差异ꎬ 但在解读探索馆产生的历史

动因方面往往还稍显不够ꎬ 大都忽略了其在博

物馆教育功能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ꎮ 本文把对

探索馆的研究放在科学教育改革与实践的视野

下ꎬ 试图以布鲁纳领导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运动

为知识背景来解读弗兰克奥本海默创建的探

索馆ꎬ 发现课程改革运动不仅为探索馆确立了

基本的教育主题与使命ꎬ 同时还分别以结构主

义的教育理念为探索馆的展品设计提供了方法

学框架ꎬ 以发现式学习的教学法为探索馆的展

教过程提供了行动指南ꎮ

一、 从科学研究到科学教育: 奥本海

默创建探索馆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

探索馆是与弗兰克奥本海默的名字联系在

一起的ꎮ 是奥本海默赋予了探索馆灵魂ꎬ 使其

在为数众多的科技博物馆中独树一帜ꎬ 他因此

也被誉为 “探索馆之父”ꎮ 在探索馆的创建历程

中ꎬ 奥本海默波折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赋予

了探索馆独特的精神气质ꎮ

作为一个在学术道路上命运多舛的科学从业

者ꎬ 奥本海默创建探索馆与其特殊的科学遭遇

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弗兰克奥本海默是 “原子

弹之父”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ꎬ 是一位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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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ꎮ 奥本海默一生大致经

历了从 “科学研究” 到 “学校科学教育” 再到

“科技博物馆科学教育” 的三次转型与创业ꎬ 最

终在各种因缘际遇中成就了探索馆[１] ꎮ 早年ꎬ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ꎬ 弗兰克奥本海默主

要以操作实验仪器来开展科学探究实践ꎬ 并在

哥哥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引荐下加入了著名的

“曼哈顿计划”ꎬ 开启了一段非凡的科学探索之

旅ꎬ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科研为目的的科学探

究理念[２] ꎮ 然而ꎬ 原子弹的一声巨响ꎬ 不仅震

撼了这个世界ꎬ 也震撼了科学家们的心灵ꎬ 促

使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科学实践ꎬ 其中就包括

奥本海默兄弟ꎮ 二战结束后ꎬ 弗兰克奥本海

默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ꎬ 最终被迫终止了一

切有关物理学方面的研究ꎬ 并于 １９４９ 年来到科

罗拉多州的帕戈萨斯普林斯当了一个牧牛人[３] ꎮ

但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科学探索者ꎬ 奥本海默

并没有选择在普林斯农场中悠闲度过后半生ꎬ

而是在历经七年的牧牛生活后ꎬ 重新开启了人

生中的第二次旅程ꎬ 转型从事有关科学教育方

面的工作ꎬ 并先后在科罗拉多的中学与大学承

担了物理实验的教学任务ꎻ 只不过ꎬ 此时他的

身份已不再是一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家ꎬ 而

是一名在课程改革运动的浪潮中努力与学生打

交道的教育工作者[４] ꎮ

作为一名科学教育工作者ꎬ 奥本海默的实验

场所从实验室转变为课堂ꎬ 科学探索器具从实

验室中的科学仪器转变为课堂中的实验教具ꎬ

最终在课程实践中形成了以科学教学为目的的

教育理念ꎮ 在担任科学教师期间ꎬ 奥本海默一

改传统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静观主义现象ꎬ 亲自

改造了一间学校安排的教学实验室ꎬ 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一个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带动动脑思考

的 “实验图书馆”ꎬ 这也被认为是探索馆的基础

原型[５] ꎮ 当时正值美国教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

课程与教学改革运动发韧ꎬ 科学学科成为这场

改革运动的主战场ꎮ 随着日益深入科学教学实

践这一新领域ꎬ 奥本海默逐渐意识到ꎬ 由于学

校环境的封闭性ꎬ 正规课程教学存在着天然的

局限ꎬ 并且如果仅仅只是随课程改革运动的潮

流在学校中开展科学教育事业ꎬ 那么面对的受

众就只是在校的学生ꎬ 学校之外更多的社会公

众是没有这样的学习条件的ꎬ 因而也就鲜有机

会体验科学乃至理解科学ꎮ 带着使更多社会公

众参与科学这一初心ꎬ 奥本海默开启了职业生

涯中 的 第 三 次 旅 程: 创 建 了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以

“探索” 为主题的科技博物馆———探索馆[６] ꎮ

作为一个深具济世情怀的科学家ꎬ 在科学教

育事业受阻的情况下ꎬ 让科技走向公众ꎬ 让更

多的人亲历科学ꎬ 从而理解并加入科学事业ꎬ

就成为其事业困顿之中的不二选择ꎮ 带着这一

疑问ꎬ 奥本海默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进行过一次环

球考察ꎬ 并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了创建探索馆的

思想雏形ꎮ 在参观欧洲博物馆、 特别是古根海

姆博物馆与伦敦科学博物馆时ꎬ 奥本海默惊奇

地发现ꎬ 能够提供公众参与的展品更能激发学

习的兴趣与思考ꎬ 这与之前以静态陈列为主的

博物馆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ꎮ 受此启发ꎬ 奥本

海默提出需要在美国建立一座公众可以参与的

科技 博 物 馆ꎬ 以 此 弥 补 传 统 博 物 馆 教 育 的 不

足[７] ꎮ 为此ꎬ 奥本海默又在学校 “实验图书馆”

的基础上创建了一所科技博物馆———探索馆ꎬ 并

由此完成了 “实验科学家→科学教师→科学中

心创建人” 和 “科学研究中的实验装置→课堂

的教学仪器→可供公众操作体验的科学展品”

的转化过程ꎬ 最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促进公

众开展科学探究实践为方式的科学教育理念ꎮ

从科学研究到科学教育再到探究式的科学教

育ꎬ 奥本海默一波三折的科学道路赋予了探索

馆 独 特 的 精 神 价 值ꎮ 这 不 由 让 我 们 想 起ꎬ 在

１９３７ 年创建世界上第一座科学中心巴黎发现宫

的法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 １９２６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让佩兰 ( Ｊｅａｎ Ｐｅｒｒｉｎ) 也同样经历

了 “实验科学家→科学教师→科学中心创建人”

和 “科学研究中的实验装置→课堂的教学仪器

→可供 公 众 操 作 体 验 的 科 学 展 品” 的 转 化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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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８] ꎮ 奥本海默与佩兰作为真正熟知科学、 心

系科学并志在传播科学的科学家ꎬ 不仅先后以

创新的方式开展体验式、 探究式的科学教育实

践和创建科学中心ꎬ 并在这一过程中不约而同

地形成了从 “科学实验仪器→教具→展品” 的

科学 展 示 教 育 设 计 思 路ꎬ 而 且 还 凝 练 出 了 从

“将科学家们以科研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ꎬ 转

化为观众以学习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 之科

学教育核心理念[９] ꎬ 成为 ２０ 世纪中叶波澜壮阔

的科技博物馆教育事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ꎮ

二、 以创为思: 探索馆开创的科技博

物馆教育文化新理念

探索馆倡导的 “参与＋探究” 的新模式ꎬ 为

博物馆践行 “公众理解科学” 的理念提供了重

要示范ꎮ 在谈及创建探索馆的初衷时ꎬ 奥本海

默曾指出: “一方面ꎬ 科学成果和科技产品不断

塑造着我们社会的本质ꎬ 并影响着具有世界性

意义的事件ꎬ 公众对理解科学和技术的需要越

来越迫切ꎻ 另一方面ꎬ 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迅

猛发展ꎬ 传统 ‘科学—技术’ 这种二分法划定

的界限早已不那么泾渭分明ꎬ 二者往往以工程

实践的形式浑然一体ꎬ 公众如果需要弄懂某些

具体的科学概念或原理ꎬ 最佳的方式就是以项

目实践的形式去亲身经历、 亲自参与”ꎮ[１０] 奥本

海默把探索馆作为试验场ꎬ 将科学探究的实践

与学习的活动方式连接起来ꎬ 尝试建立一套不

同于学校教育的科学教育新体系ꎮ

今天来看ꎬ 探索馆对科技博物馆教育最重要

的历史贡献是开创了 “以创为思”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这一展教新理念ꎬ 为现代科学中心展教

的创意设计与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石ꎮ 所谓 “以创

为思”ꎬ 是指让参观者基于与可操作展品的交互

主动构建各种科技概念与原理ꎬ 以主体的创造性

活动引领创意性的想象与实践ꎬ 在教育实践中致

力于将科学家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科学探究转变为

教育意义上的探究性学习ꎬ 从而让学习变成一个

“像科学家探究科学一样” 的过程[１１]ꎮ “以创为

思” 这一展教新理念背后还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教

育意义ꎬ 而对这一更为深刻之教育意义的发掘ꎬ

离不开探索馆创建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ꎬ 特别

是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ꎮ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ꎬ 奥

本海默不仅亲手创建了探索馆ꎬ 而且还亲身参与

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波澜壮阔的课程改革运动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 新生的探索馆开启了一

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教育新剧ꎬ 而舞台则是

当时声势浩大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运动ꎮ 只有把

探索馆的创建与当时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运动联

系在一起ꎬ 才能够真正理解探索馆的历史必然

性和现实可能性ꎮ 当年的那场课程改革运动是

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ꎬ 深刻影响了与

教育相关的各项文化事业ꎻ 不仅推动了正规学

校教育的学科与课程改革ꎬ 使其以更加积极主

动的姿态参与到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ꎬ 还为以

非正规学习为核心的探索馆提供了理论指南ꎬ

使其在创建之初就明确了独特的教育价值观、

认识论和方法论ꎮ

三、 探究科学: 探索馆教育新价值观

的确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布鲁纳领导的结构主义课

程与教学改革运动让科学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主

战场ꎬ 并在世界范围内 (包括探索馆在内的博物

馆教育领域) 产生了广泛影响ꎮ 具体来说ꎬ 布鲁

纳结合皮亚杰心理学的认知发展学说ꎬ 在教育研

究与实践中提出了以学为主的 “探究” 与 “发

现” 观点ꎮ 后来这些观点被广泛应用于美国科学

教育改革运动中ꎬ 颠覆了之前以教为主的知识递

送理念ꎬ 打破了长期以来学习被动论的历史窘态ꎬ

彰显了教育发展的主动性与可能性ꎬ 对探索馆在

科技博物馆教育领域内的开拓创新提供了新的价

值观导向ꎮ 杰里惠林顿 (Ｊｅｒｒｙ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指出

“课程改革运动不仅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美国基础

教育注入了一针强心剂ꎬ 重新点燃了社会公众对

于学校教育的信心与期望ꎻ 同时ꎬ 经由布鲁纳从

心理学对学习的科学探索过程中论证的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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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探究’ 理念ꎬ 博物馆在非正式教育领域中开

启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新航道”ꎮ[１２]

课程 改 革 运 动 推 动 的 从 “ 习 得 知 识” 到

“探究科学” 之教育理念的转变ꎬ 为探索馆在创

建之初确立了新的教育价值观ꎮ 一方面ꎬ 面对

知识爆炸引发的教育挑战ꎬ 课程改革运动主张

以科学课程的改革来提升美国基础教育的水平

与质量ꎬ 以此作为智力开发与人才培养的重要

举措ꎮ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ꎬ 博物馆提供的教育

主题开始从艺术鉴赏与工艺展览向物理、 数学

与技术等与科学相关的内容发生转变ꎬ 以探索

馆为代表的科学中心也由此逐渐登上场馆研究

的舞台ꎬ 成为博物馆教育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载

体ꎮ 另一方面ꎬ 以布鲁纳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

对学习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于课程改革的教学

实践ꎬ 直 接 促 成 了 教 育 研 究 与 实 践 的 焦 点 从

“教” 到 “学” 的范式转变ꎬ 推动了博物馆教育

的历史转型ꎬ 即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 博物

馆教育逐渐被更具包容性的场馆学习取代ꎬ 这

为以学习者 (参观者) 为本位的探索馆铺垫了

最为基本的建馆理念[１３] ꎮ

教育是科技博物馆的核心职能ꎬ 教育理念决

定了探索馆在实践过程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

准则ꎮ 在探究科学这一核心理念引领下ꎬ 以布鲁

纳为代表的教育改革派在实践中发展了结构主义

的课程论与发现学习的教学法ꎬ 不仅引领了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的课程改革运动ꎬ 给后来的科学教育改

革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和影响 (著名 “２０６１ 计划”

中 «科学素养的基准» 就在这一理念影响下提出

“像科学家探究科学一样学习科学” 的 “科学探

究” 教育思想[１４] )ꎬ 同时还为这一时期探索馆在

展品设计上突出 “让科学从无形变得可见”、 在

展教实践中注重 “把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创

造性” 等实践方法奠定了基石ꎮ

四、 结构主义的课程论: 探索馆展品设

计让科学从无形变得可见之新认识论的来源

对于科技博物馆教育来说ꎬ 展品设计类似于

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中的课程开发ꎮ 课程改革运

动倡导的结构主义课程开发理念ꎬ 为探索馆的

展品设计提供了新的认识论ꎮ 布鲁纳指出: “不

论我们选择教何种科目ꎬ 务必做到将这些学科

知识以符合儿童的认识方式展现出来ꎬ 使其能

有效理解所学课程的基本结构ꎻ 一旦学习者按

照结构规则掌握了教学内容的概念原理与基本

定义之后ꎬ 就会在好奇心、 兴趣与探究欲望等

内部动机的驱动下继续追索教学资源蕴含的深

层知识与科学规律ꎬ 努力去超越学习材料本身

给予的内容信息与知识内涵ꎮ” [１５] 在课程开发推

崇的知识结构理念影响下ꎬ 这一时期以探索馆

为代表的科技博物馆教育之展品设计也开始尝

试引入结构化、 螺旋式的研究框架ꎮ

奥本海默认为: “博物馆中的示范和展览应

该具有审美吸引力以及相应的知识教学目的ꎬ

它们应该被设计成使事情更清楚更简单的交互

作品ꎬ 而不是培养各种科幻小说或者蒙昧主义

的奇思妙想ꎻ 也就是说ꎬ 探索馆的展品设计不

能仅仅是知识的大杂烩ꎬ 而应该构思出一些可

以提供灵活结构框架的基本原理ꎬ 以此不断加

深公众对科学的理解ꎮ” [１６] 在谈及探索馆展品设

计的具体原则时ꎬ 雷蒙德布鲁曼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Ｂｒｕｍａｎ) 也指出: “展教是探索馆的核心功能ꎬ

而展品又是展教的重要媒介ꎬ 公众通过与展品

的交互过程中体验科技、 获得相应的经验与知

识ꎻ 因而就展品的制作与设计而言ꎬ 我们需要

将其与真实的科学概念相关联ꎬ 使其真正由具

体的科学原理发展而来ꎮ” [１７]

在结构主义教育理念引领下ꎬ 奥本海默在探

索馆的展品设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ꎬ 试图

通过让参观者操作有形的物质展品来习得无形

的、 抽象的科技知识ꎬ 从而让科学从 “无形变

得可见”ꎮ 在以往的博物馆参观中ꎬ 囿于展品设

计的收藏与展览方式ꎬ 学习者只能通过走马观

花的形式来了解展品蕴含的抽象历史文化与文

字概念ꎬ 因而也就难以对其产生多大的兴趣ꎮ

探索馆则与此不同ꎬ 它在展品设计上非常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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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展品与参与者的感官经验和生活实践的相

关性ꎬ 强调心理层面的知识内化与物质层面的

知识外化的双向互动ꎬ 主张以实体化的实物展

品把科学技术物质化、 对象化ꎬ 允许公众在进

行动手操作之余ꎬ 还能 “看见” 有形的科学知

识ꎬ 并在动手与动脑的相互交织中领略科学之

美与知识之妙ꎮ 例如以展现声学知识为目的的

“巨型吉他弦 (Ｇｉａｎｔ Ｇｕｉｔａｒ Ｓｔｒｉｎｇ) ” 就是其中

的典范ꎬ 在设计上突出让抽象的波节、 波幅和

相位等科学知识转化为绚丽多彩的喷泉图案ꎬ

从 而 真 正 实 现 声 音 从 无 形 变 得 可 见 (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ꎮ

五、 发现式学习: 探索馆以展教活动

把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创造性之新方

法学的发展

课程改革运动在教学层面上对探究与发现的

重视ꎬ 塑造了探索馆教育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活

动理念[１８] ꎮ 作为探索馆的创建者ꎬ 奥本海默在

阐述探索馆的建馆原则时就曾指出: “与传统博

物馆相比ꎬ 对于科学博物馆的理解需要重新建

立在将学习者视为一个活动参与的认知主体之

上ꎬ 与此相对的展教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也应

当有所改变这样一来ꎬ 参观者就可以主动

参与到活动探究乃至知识增长的过程中ꎬ 而不

仅仅 只 是 被 动 地 获 得 知 识 产 品 以 及 适 应 环

境ꎮ” [１９] 由此可以看出ꎬ 作为一位课程改革运动

的参与者ꎬ 奥本海默不仅在思想上深受课改运

动的影响ꎬ 同时还在实践中将发现与探究的观

点引入到探索馆的创建当中ꎬ 重新在博物馆教

育中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及行动指南ꎮ

从展教的意义上来说ꎬ 发现式学习为探索馆

的教学活动提供了新的方法学ꎮ 不同于传统博物

馆秉承的 “旁观者的知识观”ꎬ 探索馆主张 “参

与者的知识论”ꎬ 强调学习者不仅可以亲自体验

各种不同的科技展品ꎬ 同时还能根据自己的想法

自由地进行发现与探究ꎬ 从而能够更为透彻地理

解展品背后蕴含的科技原理与科学本质ꎮ 也正是

在发现式学习理念的驱动下ꎬ 探索馆在其网站主

页上明确指出: “探索馆主要以打造一个能够改

变学习过程和基于探索研究的体验ꎬ 建立一个让

人们独立思考、 有自信地提问、 质疑答案以及探

索了解周围的世界为宗旨ꎬ 融合科学、 艺术、 娱

乐ꎬ 通过开发创新学习环境ꎬ 提供通向自然世界

的通道ꎬ 引导大众通过感知探索世界ꎬ 透过科学

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ꎮ” [２０]

在实践过程中ꎬ 探索馆以交互性的展教活动

将教学层面的发现式学习转化为行动意义上的

创新实践ꎬ 致力于把参观者对科学技术原理的

学习从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创造性ꎬ 进一

步将 “科学探究” 的教育理念落到博物馆学习

的实处ꎮ 具体来说ꎬ 交互性的展教实践为公众

参与科学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启动点ꎬ 使其在操

作各种创意展品的基础上ꎬ 能够自由地与馆内

的展品和人员进行互动ꎬ 并以对话 (自我对话

或者与他人对话) 的方式完成创意化的展品制

作ꎮ 借由交互性的展品创作ꎬ 学习者相互之间

将能够激发出可协商与共分享的丰富创意空间

与创造行动ꎬ 从而打造出一种 “ 哪里有制作ꎬ

哪里就有创意ꎬ 哪里有创意ꎬ 哪里就有创造”

的展教创新实践ꎮ 这一点在探索馆中的 “探客

工作室” (Ｔｉｎｋｅｒ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ｏ)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ꎮ

本文把对探索馆的研究放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课程改革的背景下ꎬ 从人类教育改革的宏大视

角揭示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ꎬ 在重新解读探

索馆兴起的历史动因、 核心理念的基础上ꎬ 深

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重大教育价值ꎮ 恩格斯在

评文艺复兴时曾指出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

产生了巨人的年代”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教育改

革也是一个需要探索馆、 而且真的产生了探索

馆的时代ꎮ 这场教育变革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

次重大事件ꎬ 不仅事关正规学校的基础教育ꎬ

而且还波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科学实践ꎬ 而探

索馆正是在这一历史场景中生长出的一个奇迹ꎬ

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肩负着推动 “公众理解科学”

“公众参与科学” 的教育使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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