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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

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
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
大家分享，请与本版联
系：qnbxiaorenwu@so-
hu.com

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在牛津大学读硕士、在剑桥大学读博士，专业从英语跨到人类学再跨到博
物馆教育学……在别人眼中，上海小囡袁雁悦堪称学霸中的学霸，但她却不喜欢“学霸”这个头衔。

学成回国后，这个温婉的姑娘选择做了一名教育工作者，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青少年博物馆
科普与人文社科视角的传播上。“在国外深造后，再回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会觉得它是真正能让
你从骨子里感动并认同的东西。”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学霸”上海小囡出国深造归来致力于青少年科普

让孩子们在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

“从 6 岁起我就非常喜
欢博物馆，我觉得博物馆是
一个很美好、很有意思的场
所……当时整个英语系只
有我一个人选了文博专业，
很多人都不太理解，但我凭
自己的兴趣做了选择。”

袁雁悦与博物馆的“缘分”
始于6岁那年，当时在少年宫学
书法的她，被书法老师带去了上
海博物馆，这次参观经历，为她
打开了博物馆之门，“从那时起
我就非常喜欢博物馆，我觉得博
物馆是一个很美好、很有意思的
场所。”袁雁悦回忆说。

2006 年，袁雁悦顺利考入
复旦大学英语系。复旦英语系
有选第二专业的传统，当其他同
学都选金融、外交之类的专业
时，袁雁悦却选了非常冷门的文
博专业。“当时整个英语系只有
我一个人选了文博专业，很多人
都不太理解，但我当时没想这么
多，只是觉得从小就喜欢这方
面的东西，凭自己的兴趣做了
选择。”

2008年下半年，读大三的袁
雁悦前往加拿大女王大学英国
分校进行交流。对于这个中国
学生，该校的校长也觉得很特
别，因为之前来的中国学生基本
都是来读经济、金融类专业的，
但这个上海姑娘却对博物馆这
么痴迷，于是在她去伦敦逛博物
馆之前校长帮她介绍了大英博
物馆的策展人。得知她以后想
去博物馆工作所以想学一个博
物馆管理专业的想法后，大英博
物馆的策展人建议她去学人类
学。“她建议我读基础学科，说大
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读
博物馆管理专业的，大部分都是
人类学出身的。”

在之后的交流学习中，袁雁
悦跑了英国很多博物馆，也听取
了很多师长的建议，决定申请去
牛津大学读人类学专业硕士。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专业有
很多分支，袁雁悦没有选社会人
类学，而是选了博物馆人类学。
她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分支，是
因为西方的博物馆很多藏品都
与人类学这门学科有关，而且博
物馆人类学蕴含了跨学科的视
角，“这个学科一直在不断反思，
包括反思西方殖民时期。”

硕士学习期间，袁雁悦一方
面觉得这个领域很有意思，但另
一方面又觉得人类学的各种术
语太学究了，和大众的距离有点
远。于是，硕士毕业后，她又申
请了剑桥大学的教育学专业博
士，“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博物馆

这个地方，会需要不一样的态
度，也触及到了博物馆作为公共
文化机构的本质。”袁雁悦说，一
说起博物馆，我们首先想到的可
能就是古董、宝贝，觉得是专业
研究者的地方，“但在英国留学
期间，我参加了许多博物馆的活
动，也在很多博物馆做过志愿
者。我看到很多博物馆里都有
各种公众教育活动，尤其是为小
朋友和家庭设计的教育活动，这
些活动会让人觉得，博物馆也可
以是一个充满活力、给人灵感的
地方。”

从英语到人类学再到博物
馆教育学，袁雁悦坦言，自己在
专业上的学习并不完全是提前
规划好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摸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想从事博物馆教育方
面的工作，实践经验是很
重要的……用儿童能够理
解的语言，带他们去了解
不同民族的服饰背后的故
事，让他们能够在潜移默
化中感受到审美其实是很
多元的。”

2015年10月，袁雁悦学成
回国，在社科院做了半年多纯研
究的工作之后，她迫切想回归一
线教学。“剑桥就是一所很注重
理论研究的学府，但我觉得，想
从事博物馆教育方面的工作，实
践经验是很重要的，很多事情没
法光从理论的角度解释，还是应
该结合实践，所以我很想回归一
线教学，将实践经验和理论有机
结合起来。”

此时，上海博物馆正好策划
推出了“上博亲子”教育平台。
袁雁悦本科时曾在上博实习过
将近1年，2016年年底，教育平
台正式推出之时，袁雁悦就和其
他几位青年教师开始在平台上
设计课程并授课。

最初，袁雁悦负责的课程主
要在常规展馆——少数民族服
饰与工艺馆，她会自己设计与课
程想配套的练习单册，并根据课
堂的情况和得到的反馈不断完
善课程内容与形式。她坦言，自
己花了不少心思思考如何让儿
童与青少年能够接纳的形式“走
近”陈列在玻璃展柜中的展品。
比如，她在少数民族服饰馆开设
一门针对6-9岁儿童的课程《穿
在身上的密码》，课堂上，她在教
学热身环节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观察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并找出
教师中与自己所穿的衣服三个
共同点，通过引导孩子们关注服
饰上的细节，锻炼他们的观察能
力，并为展厅中的导览提前做好

铺垫，“其实就是用儿童能够理
解的语言，带他们去了解不同民
族的服饰以及纹饰、样式背后的
故事，引发他们的思考，让他们
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审美
其实是很多元的。”

课堂中，袁雁悦也会通过提
问形式，让孩子们明白人们都会
根据不同的场合、季节等原因，
选择衣橱中合适的服饰，从侧面

“提醒”他们不要以偏概全，将某
件民族服饰作为该民族唯一的
代表符号。

一年多里，袁雁悦已设计了
五门课程，滚动授课几十次。针
对课程“秒杀”的火爆现象，她认
为，一方面说明现在社会上已有
一定共识，认为博物馆是一个很
好的学习场所，但另一方面质量
好、比较专业的课程还“供不应
求”。因此，她最近也正在策划
一项针对博物馆教育人才培养
机制的研究。

“有些孩子很好学，进
了博物馆就想把历史知识
全都背下来，这并不是博物
馆教育的特点。”“在国外深
造过后，再回来看我们的传
统文化，会觉得它是真正能
让你从骨子里感动并认同
的东西。”

最近几年，随着《我在故宫
修文物》、《国家宝藏》等节目的
热播，社会上兴起了一股“文博

热”。对此，袁雁悦认为，这类节
目能够引起人们对博物馆的兴
趣是很好的，但也应该看到，博
物馆的种类不仅限于历史类博
物馆，还有当代艺术类、科技类、
行业类等各类聚焦不同内容的
博物馆。

袁雁悦说，现在很多家长已
经有意识会带着孩子走进博物
馆，但是目标性和参与性还并不
强。她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博物
馆中激发孩子们对于人类世界
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有些孩子很好学，进了博
物馆就想学习历史知识，这个文
物是哪一年的，背后有什么历
史，全都背下来，这样一种灌输
性的教育并不是博物馆教育的
特点。”在袁雁悦看来，博物馆教
育的特色之一是实物性，“我印
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高三的一节
历史课上，老师带来了一块自己
收藏的玉，大家都迫不及待地传
着看。当时‘去博物馆上课’还
并不普遍，学校的课堂教学主要
还是以课本为主。真希望现在
的孩子可以好好利用博物馆这
个大课堂。”

博物馆的类型不同，藏品特
点也会不同，袁雁悦认为，不同
年龄层次的孩子兴趣点也不一
样，对于博物馆教育来说，引导
孩子们的兴趣是第一位的，“现
在强调跨学科的视野，哪怕是一
件古代的文物，切入的视角也可
以是很多元的，可以从历史背景
切入，也可以从技术、艺术、社会
学科的角度来切入，所以引导方

式很重要。”
从小到大，袁雁悦一直对西

方文化非常感兴趣，但出国后，
却发现真正能打动自己的还是
中国传统文化。“读博士期间有
一年假期回国，我去了上海琉璃
艺术博物馆，那里面的展品和氛
围，让我内心非常感动。”袁雁悦
说，“在国外深造过后，再回来看
我们的传统文化，会觉得它是真
正能让你从骨子里感动并认同
的东西。”

也正因此，袁雁悦希望能通
过自己在博物馆中的课程，让学
员们从小就爱上传统文化中有
意思的元素。袁雁悦正在设计
一门课程，名字暂定为《熟悉和
陌生的中国元素》，“课程里会涉
及唐三彩、辽金时期的陶瓷器等
等，从这些博物馆藏品中就能发
现，其实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东西
方元素的融合，中国元素背后其
实是一整套的文化发展脉络与
理念，而不只是某个颜色或是
符号。”

袁雁悦希望通过“去博物馆上课”，让孩子们从小就爱上传统文化中有意思的元素。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