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物館的反思： 

          在周邊徘徊還是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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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誕節期間，筆者一家人出門旅遊，旅程的其中一站是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市的探

索博物館（Discovery Museum），這是一間專門為兒童而設的博物館，顧名思義，博覽館

之目的是希望通過互動展覽、活動教學法、多元媒體，去刺激小孩子探索科學。筆者只是

獨自一人參觀者博物館，並沒有攜帶小朋友，讀者可能感到奇怪，到底我在那裏幹什麼

呢？筆者研究的範疇之一是教育心理學，特別是數理教育，故此我想看一看到底這博物館

用什麼方法去啟發兒童對科學的好奇心。 

我在這博覽館裏面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館中有一個模擬實驗室，這實驗室佈置了

一些假設的研究場景，並且向參加者介紹了怎樣用科學方法去考據古代文明，我在那裏停

留了大約二十分鐘，整段時間全個場地都是空蕩蕩的，相反，其它極視聽之娛的展覽卻是

人頭湧湧。後來我幾次回到原地，發現仍然是空空如也。 

  

  

 

這個模擬實驗室的活動設計很好，而且資料豐富。即使我是成人，我也可以學到不少

以前自己不知道的知識，例如我常常聽見「文物」（artifact）這個術語，這是一個容易受



到誤解的名詞，文物是指過去人類文明製造或使用的小物件，例如陶器、刀劍、首飾，但

木乃伊和骷髏是人類本身，故此不會被稱為文物，皇宮或者寺廟之類的巨型建築物也不會

被當作文物。還有，如果動物遺骸被人類製成為武器或者飾物，這便算是文物；但如果動

物自然死亡，而骨頭沒有被人類使用過，那麼它只是一塊生物品（biofact），而不是文

物。 

以上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我覺得十分可惜，這本來是一個學習科學方法的好機會，但

卻無人問津。這並不能怪小朋友，他們都是隨家長而來的，倘若家長沒有引導小孩子到那

裏，他們自己並不會主動接觸這些並不好玩的東西。 

 

  

 

人的天性充滿著矛盾的元素，一方面，人傾向於好逸惡勞，傾向於追求官能刺激；但

另一方面，人類充滿好奇心，喜歡問為什麼，學問的起始點就是驚異（wonder）。博物館

互動展覽、活動教學法、多元媒體的原意是利用後一種天性去克服前一種，但有時候卻適

得其反。 

 一位名叫丹尼爾‧卡普蘭（Daniel Kaplan）的退休中學教師這樣去評價博物館：「 史

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博物館，...... 那麼，史密森尼博

物館教了孩子什麼呢？ 並不多，它所做的是讓小孩子對各種各樣的事情感到興奮，它挑

起了家長和孩子的對話，它刺激孩子去思考。...... 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但我不確定

我能否稱之為『學習』。 ……學習是一個過程，而不是在周邊徘徊和體驗。」 

我完全同意卡普蘭的說法，寓學習於娛樂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終極目標。說得坦白

一點，深入鑽研任何嚴肅的課題都會是一個枯燥和艱辛的過程。不幸的是，現在很多學



校、博物館、家長把遊戲和官能刺激變成了目標，到頭來大部分人只是在學問的外圍徘

徊，這個說法的證據之一，就是大多數美國人對數理學科都是敬而遠之。 

打個比方說，小孩子都不喜歡看牙醫，為了消除他們的恐懼和抗拒，為了他們的健康

著想，於是家長會對小孩子說：「看牙醫可以吃雪糕。」但久而久之，小孩子迷戀於吃雪

糕和其他有損健康的零食，卻不關心自己的牙齒健康和身體其他部分的健康。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鼓吹家長從今以後不要帶小孩子到博物館，但在玩耍之

餘，我認為家長有必要引領孩子接觸模擬實驗室這類趣味性不高的活動。探索學問需要登

堂入室，而不是在週邊閒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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