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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立足于 21 世纪，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代信息社会的变化，伴随传媒艺术信

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在教育已得到快速发展的今天，公民大众已不

能仅仅满足于学校中学习，对校外社会教育需求增大，越发凸现美术馆教育的重要

性是学校外社会教育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实施社会教育的 佳场所。随着大众对

文化艺术教育的重视，对文化艺术教育起支柱作用的美术馆教育得到认可，当代社

会多元文化的背景要求美术馆教育功能进一步拓展，向美术馆教育国际化方向发展，

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美术馆教育的实践经验，才能充分发挥美术馆教育所包含的促进

国际理解，和体现通过艺术沟通多元文化的价值。所以美术馆教育向国际化发展趋

势是必然的，美术馆教育国际化已是世界美术馆教育发展的趋势，当前对美术馆教

育国际化发展趋势研究是当务之急。本文拟从三方面对美术馆教育国际化进行分析

探讨的。 

1 、美术馆教育国际化概述，阐述美术馆教育国际化涵义及美术馆教育国际化

发展历程。 

2 、分析美术馆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源动力，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推动，是当

代信息社会要求，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各国政府及国际美术组织的推动，是当代

终身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新要求，以及美术馆教育发展自身的内在需求。 

3 、探讨美术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策略，是通过增强美术馆教育国际化意识，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相应的美术馆教育组织机构推动美术馆教育国际化的发

展；培养美术馆教育国际化人才；努力开拓美术馆教育国际化服务空间，拓宽各种

渠道，提高美术馆教育国际化竞争力。 

 

关键词：美术馆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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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network technology in art information, the public can not only 

be satisfied with schooling, but more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need in social education off 

campus.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art gallery edu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in off-campus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best way of carrying out social

education. As the public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al art education, art 

gallery education that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cultural art education is recognized. Education 

function of art gallery required with accordance to the diverse social culture heads to be

internationalized. Meanwhile, we should absorb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art gallery 

education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o as to develop the value of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diver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volved in art gallery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inextricable that art gallery education tends to be 

internationalized. At present,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should look into the internationalized

development of art gallery education. 

This paper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 aspects as follows: 

1 An over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rt gallery education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rt gallery education and the literature of

it. 

2 An analysis of the drive of internationalized tendency of art gallery education which

is the for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equir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new requirement of lifetime educat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l

dr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 gallery education.  

3 A discussion i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rt gallery 

education by means of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ized awareness of art gallery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uilding up the

organization to develop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rt gallery education, cultivating 

the experts in this aspect, and developing the service space for art gallery education. 

 

Key words: art gallery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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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快速转变，在当代美术馆功能性质已经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美术馆，其美术馆功能已由 初传统的大多以注重

典藏、展示、研究为主，发展到以发挥展示的教育功能为主，强调作为社会大众文化

教育机构的社会教育作用。美术馆的教育功能顺应了时代潮流，理所当然成为美术馆

的灵魂。 

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信息社会的变化，伴随传媒艺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与广泛应用，美术馆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美术馆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立足

于 21世纪，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意识到这一趋势对本国美术馆教育

发展及其构成的挑战，都积极主动地制定各种战略规划以促进本国美术馆向着国际化

方向发展，美术馆教育国际化事业已成为一个国家美术馆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使本

国美术馆教育发展融入信息时代的国际美术馆教育体系，在国际多元文化大背景中重

塑本国艺术教育的世界文化价值和地位，提高本国在世界美术领域的地位及其认同，

增强国际理解，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在美术馆国际化发展背

景下，发达国家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例如日本政府及其企业尤为重视美术馆教育国

际化，日本国立国际美术馆就是以跨越时代，地域界限，扩展视野，使日本美术馆教

育与世界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为宗旨，常举办国际交流为主题的特别展，其主要是为了

使日本了解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艺术，进一步推动日本文化艺术的世界地

位及认同，树立日本美术馆国际形象。因此，对美术馆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尤其是对我国美术馆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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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术馆教育国际化发展概述  

                     

（一）美术馆教育国际化涵义  

根据 1982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总数已超过三

万座以上，其中美国的美术馆、博物馆数量约为五千座，日本有一千五百座。
①
其实

世界各地现在远远已不止三万座了，现在日本拥有的美术馆、博物馆就有三千多座

了。到现在全球博物馆至少四万多座，尤其欧洲发达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发展迅

速，令人有一种“博物馆爆炸之感”。
②
美术馆、博物馆数量之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

社会文明发展程度标志之一， 

意大利费冷翠是文化古都，居住人口仅 60 万但却拥有 40 余座博物馆。 

世界上数量众多的美术馆也为美术馆教育向国际化交流发展提供了可能。所谓美术

馆教育国际化，是指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美术馆教育的交流与

合作，努力与国际接轨，尽可能使美术馆在收藏、研究、陈列、展览、普及教育、

对外交流、文化沟通与推广诸方面都能推动、普及美术馆艺术教育的发展，它既是

一个国家面向世界发展本国美术馆教育的国际活动以及与他国开展国际艺术教育交

流与合作的渠道，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积淀及文化艺术教育表现和艺术创造力产

品在国际上展示的窗口，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文明程度的象征。 

 

（二）美术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①胡骏. 博物馆纵横[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②
见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马丁•施尔 1994 年 9 月在北京的讲话， 中国博物馆[J]. 19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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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1998 年巴塞罗那会议的修改章程和国家美术馆界、

博物馆界的主导观念，已将美术馆学纳入博物馆学的范畴，并将其作为某种专门博

物馆学的形态。在我国的艺术性质的专门性的美术博物馆，都通称为美术馆。所以

博物馆包括美术馆，美术馆是一种专业类型的，视同一些典藏有视觉艺术的博物馆，

美术馆教育理所当然也含括在博物馆教育的范畴之内。 

 

1、国外美术馆教育国际化发展历程 

美术馆教育国际化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近代博物馆开创的国际活动。工业革命

后，随着西欧各国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推动了各国博物馆起步开办，但是，更多地

是为当时工业发展的美术教育服务的，并随着世界各地万国博览会的开展而不断扩

大普及和加强联系。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各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迫切要求博物

馆间扩大加强合作，继1889年世界 早的博物馆专业组织英国博物馆协会成立之后，

1903 年欧洲各国在德国召开第一次博物馆国际会议，1906 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

并明确规定协会的任务是出版年刊、会刊、以及帮助了解世界博物馆情况。在这之

后，许多国家纷纷成立了博物馆协会，随着博物馆国际交往日益密切，各国积极倡

导博物馆国际组织的建立与加强。1946 年 11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缩写 ICOM）在联

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巴黎成立了，第一任协会主席是美

国人昌西••简·哈姆林，协会的宗旨主要是：确立、支持和帮助建立博物馆机构和博

物馆，组织不同类型博物馆和博物馆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和互动。
①
它是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的一个“A”类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发展世界博物馆事业，加强世界各国博物

馆之间的国际联系，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同样，联合国科教文国际协会成

立了并创刊了《国际博物馆协会通讯》。1950 年国际博协在伦敦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

主要讨论了博物馆与教育等问题。
②
1951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国际博协组织了博物

                                                 
① 黎先耀主编.  博物馆学新编[M]，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509. 
② 黎先耀主编. 博物馆学新编[M].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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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改革运动，它标志着在国际范围内使博物馆的教育作用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注意。
①
1952 年国际博协（ICOM）在美国布鲁克林召开了关于“博物馆与教育”的国

际讨论会，出版了《博物馆与青年》一书。
②
1953 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博协第三届

大会，会议主要议题是：博物馆的建筑与现代化城市中的博物馆问题；旨在通过博

物馆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问题。
③
1954 年，

国际博协（ICOM）在瑞典召开“地区博物馆与大中心区域以外的文化发展”国际会

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协在希腊的雅典合作举办了“博物馆教育作用”国

际讨论会。
④
1958 年，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博协合作，在巴西召开“关于博物馆教育作

用”国际讨论会，由国际博协制定了《更加有效地使博物馆成为向所有人服务的博

物馆国际条列》。
⑤
1959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协发起，在瑞典的斯德哥

尔摩召开第五届大会，大会主要议题是：“博物馆与国际艺术教育展览之间的交流”。

⑥
1960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协共同在东京举办了“关于在社会发展中

使博物馆成为文化中心”的区域性博物馆教育国际讨论会。
⑦
二十世纪 60 年代后，

来自世界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为了争取对第三世界的影响。1963 年 7 月，在尼日

利亚的乔思和拉各斯国际博协配合教科文组织召开当代非洲博物馆作用的区域讨论

会，1966 年国际博协在印度新德里组织区域性讨论，讨论了博物馆在社会中的作用。

⑧
1964 年国际博协在巴黎召开了有关博物馆的文化、教育作用的国际讨论会。1968

年国际博协在莫斯科召开了教育和文化活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博物馆在教育和

文化活动中的作用”的问题。1969 年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博协合作，召开“博物馆在

当代世界的作用”的国际讨论会，强调了博物馆的教育作用，1969 年出版了年鉴《博

                                                 
①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1 
② 黎先耀主编. 博物馆学新编[M].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510 
③ 黎先耀主编. 博物馆学新编[M].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510. 
④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1 
⑤ 黎先耀主编. 博物馆学新编[M].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511. 
⑥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1 
⑦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2 
⑧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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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教育》。
①
1971 年国际博协在巴黎第九届大会提出“为当代和未来的公众服务的博

物馆；博物馆的文化和教育作用”为主题，提出了改变博物馆传统教育的新理念。

②
1972 年国际博协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马来西亚，召开了“关于博物馆在成年人

教育中的作用”的专题讨论会。
③
1977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义为：向服务

于社会及其发展，向公共开放的非盈利性永久机构，以研究、教育、娱乐为目的的。

更加强调了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被看作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
④
1977 年莫

斯科十一届国际博协大会议题是“博物馆和文化交流”。
⑤
1980 年墨西哥城十二届大

会主题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的任务”。
⑥
2000 年 7 月巴塞罗那第 20 届国际博协

会议讨论了“以人为本”的宗旨，重视教育，参与社会，服务社会。
⑦
这更加要求博

物馆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国际博物馆协会定期召开这些关于教育的研讨会，讨论的

议题，都涉及到世界各地博物馆教育发展情况、不断推动和扩展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促进国际间博物馆、美术馆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等问题，进行学术探讨与研究，都

涉及到国际博物馆美术馆的教育功能及其国际合作与交流。 

 

2、我国美术馆教育国际化发展历程 

我国对外国博物馆的宣传介绍，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1848 年徐继畲辑著

的《瀛环志略》中，就有对德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都城博物馆的记载。在维新运

动期间，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介绍记载了西方博物馆的情况，甚至派出留学生、官

员等到欧美日本各国博物馆参观学习，甚至呼吁效仿欧美日本建立博物馆。1905 年，

张謇创办南通博物院，下设历史、美术等部，是我国第一所博物馆，在创建南通博

物馆过程中，他十分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认为博物馆“高阁广场，罗列物品，

                                                 
① 黎先耀主编.  博物馆学新编[M].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154. 
② 南方文物[J].  2003，（1）：114. 
③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3 
④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⑤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4 
⑥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4 
⑦ 中国博物馆通讯[J].  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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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咸备，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
①
可

见他认为博物馆教育是有力的社会教育机构，是学校教育的补充，甚至把办博物馆

提到教育救国的高度来认识。近代从对外国博物馆的宣传介绍，促使我国博物馆诞

生，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也为推动博物馆教育的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启蒙作

用。 

之后，1913 年鲁迅任职于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期间，积极倡导建立美术馆，

发展美术馆的实用功能社会教育作用。继鲁迅之后，20 世纪 20、30 年代以蔡元培为

代表，更加强调美术馆之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并专门到欧美考察博物馆教育情况，

积极倡导美术馆博物馆在社会美育方面的作用，推动博物馆这一社会教育机构向国

外博物馆学习经验，影响了一批学者开展博物馆学研究，介绍国外博物馆，推动博

物馆教育发展。中国博物馆协会于 1935 年在北京成立。成立不久，中国的博物馆就

开始了国际文化艺术交流，1938 年故宫博物院书画艺术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

际展览会，是中国艺术首次在西方公开展出，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影响。1940 年中

国艺术展在莫斯科举办。1974 年在日本举办了中国明清时期工艺美术展览。
②
虽然我

国博物馆一直进行着国际交流，但是实际上中国是在 1983 年才第一次正式参加伦敦

国际博协 13 届大会，从此中国加入了国际博物馆大家庭，正式登上了国际博物馆的

舞台。以后中国积极参加历届国际博协会议及国际博物馆学会，积极开展博物馆国

际学术交流活动。伴随着中国的博物馆学科的国际化已加速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

繁。1986 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受国际之托，在北京召开亚洲地区文物保护技术会议，

这是中国第一次组织召开的博物馆国际会议，扩大了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在国际上的

影响。
③
1986 年，中国参加国际博协阿根廷 14 届大会，国际博协的国际化作用推动

了国际博物馆事业发展，1989 年荷兰海牙大会主题是“博物馆：文化的创作与传播”，

1992 年加拿大召开国际博协会议主题是“博物馆重新界定的反诉”。在我国的博物馆

                                                 
①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②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③
胡骏.  博物馆纵横[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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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事业起步虽然较晚，但发展迅速，各种大中小型博物馆美术馆在各个城市出

现。美术馆的教育普及活动得到快速发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美术馆教育国际化

已是美术馆教育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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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术馆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的源动力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推动美术馆及其教育向国际化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今天，在科技革命与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推动下，冲击

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不同地域、民族、国家之间彼此不再孤立分离，

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逐渐走向全球一体化这一历史进程，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不

可能脱离世界经济发展而独立发展。中国加入 WTO 步入国际社会，它必须与世界经

济发展总趋势接轨，参与到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又同时迅速地

扩展到教育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领域。另外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快速持续发展，我国经

济发展的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加快，社会文明程度也将不断提高，在人民群众对物

质生活和文化艺术需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外文化艺术教育交流显得十分活跃频

繁。美术馆作为国际文化艺术教育交流的一个重要视觉文化财富聚集地，也是传播

艺术、开展普及审美艺术教育的神圣殿堂。在今天世界经济全球化高度发达的社会

生活中，必然推动美术馆向国际化发展，方能大大满足人们的更高的精神生活的享

有，这是美术馆教育事业发展走向国际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 

 

（二）当代网络信息社会要求美术馆教育国际化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代信息社会的变化，现代传媒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

展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面貌，人类一进入信息社会，数字信号的光纤通讯技术以及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整个地球巨量信息通过因特互联网方便、快捷地容为一体，

社会个体可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终端获取或发出信息，消解和跨越了地域障碍，“地

球变小”，人类的生活形态出现崭新的变化，电子信息传媒、图像媒体的出现流通，

短时间相同内容的信息在世界各地传播，人们已经习惯电子传媒和图像传媒的存在，

习惯于在网络上查找资料信息，习惯于信息图像的拷贝、复制的传媒技术，使同样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16 

的信息可以送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习惯于在家中就能浏览到全球的信息，快速得

到所需的资料信息。人们通过这种传媒信息图像，短、频、快地随时获取和体验到

相同内容的图像信息，把人类从具体的场所局限中解放出来，掌握 新的知识和科

学技术动态，信息技术正在把人与人、国与国密切地连接起来，整个世界的空间将

趋于统一，这样高度信息化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各国各民族各地

域文化艺术及其教育的相互交流、影响、吸收、渗透更为加剧。随着信息技术的高

度快速发展，作为散落于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教育服务设施的美术馆，必然随之改

变美术馆教育的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手段，与信息社会的需要相适应。中国

的美术馆教育事业应该在维护民族艺术教育优秀基因及传统的同时，应该采取开放

的态势，主动吸取世界美术馆艺术教育的经验，不放过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艺术

教育发展的新机遇，使美术馆教育事业努力与现代网络信息社会发展同步。因此，

美术馆教育国际化也是当代信息社会对美术馆及其教育功能作用的职能提出的不可

回避的现实要求。 

观众在美术馆信息室里了解信息（日本琦玉县立近代美术馆） 

信息社会深刻地改变和革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同样当代信息技术

也为美术馆教育向国际化发展趋势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可能。信息社会网络

化已是今天的时代特征，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信息网络交流与合作是当代人类

的基本的发展趋势。信息技术具有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大容量、高宽带的特

点，以及网络的开放性、互联性，使得世界各个角落的任一终端都可以足不出户地

欣赏着同一艺术教育展览，跨越国界接受和体验相同内容的图像、声音、资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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