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馆语计划——赋能西部中小博物馆助力县乡儿童文化教育

申报方式 社会申报

项目类别 文化传播与旅游服务

项目实施时间 2013-04至2023-08，共计124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馆语计划”瞄准西部中小博物馆规模属性小、人才队伍缺、社会服务少、综合影响力

弱等“无人问津”的困境，提出从博物馆儿童教育这一最能实现中小博物馆功能有效利

用发挥的方式切入，以调研评估为起点，以创设教育服务、开发教育产品、培育自研能

力为抓手，以共创造血渠道为导向，融合形成中小博物馆活化“131”行动方案，助力其

成为县乡儿童享有文化服务的“第二课堂”，亦解决中小博物馆生存发展问题并实现自

身价值。

 2013年启动以来，“馆语计划”走进天水民俗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等45个中小博物

馆，累计开展服务活动11256小时，携手共创适于儿童互动式、体验式学习的方案库12个，

设计博物馆课程技术支持方案400余个，设计儿童学习兴趣的口袋书、漫画卡、作业单等

92项和课程教案70个；搭建中小学校馆校合作机制2个，伙伴博物馆社教专员研发能力提

升85%。同时，志愿服务团队、政府部门、博物馆共创具有造血功能的社会服务机制基本

形成，75%的中小学校和社区透过博物馆儿童教育丰富了课外服务，部分借此形成了特色

实践教育活动，地方政府、社区（文化站）、中小学校三层购买服务达到47%，链接企业

CSR项目定制服务6个。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项目助力中小博物馆挖掘教育素材，形成适于儿童互动式、体验学习的方案库12个、

创新工具92个和课程教案70个，在11家中小博物馆共建示范教育基地；服务儿童及家长

等超过3万人次，县乡儿童在文化知识、创作表达方面增加32%，公共文化服务获得感提

升96.2%。

 （2）项目共创馆校合作机制2个，“一乡一馆”服务规模提高60%，社教专员研发能力

提升85%，博物馆自研能力测试增加7.5；具有造血功能和持续发展的社会服务机制形成，

各类购买服务项目达到47%，目标中小博物馆基本实现“活化”。

 （3）项目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甘肃省文化旅游突出贡献奖等荣誉和中

国文化报、中国新闻网等重要媒体报道。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经费保障稳定。项目连续10年获得多元、稳定的经费支持，包括中国华夏文化遗产

基金会等公益捐款和腾讯乐捐平台筹款等；与博物馆伙伴协同推进企业定制、特色文创

研发、主题研学服务等具有造血功能的产品，已获得11项企业CSR项目支持。连续四年承

担中央财政支持社会服务示范项目，与兰州大学合作承担教育部服务项目17个，建立稳

定的政府购买服务渠道。

 （2）合作网络坚实。项目联结高校学者、青年志愿者、博物馆专职工作人员、社区工

作者、中小学教师等社会资源共建共创，保障项目实施力量充分，并透过这一机制培育

扎实的在地项目网络；注重将博物馆儿童教育纳入地方教育和公共服务政策框架，利用

地方政策保障项目实施针对性和连续性。

 （3）执行团队专业。形成了包括文博专业、助力社会工作师在内的专业执行团队，6

位创始核心成员连续十年投身其中，25位专家学者提供连续研究支持，透过培训社团骨

干、孵化种子社工为项目建立了稳定、持续的事务团队。与故宫博物院建立实习实训计

划、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清号年教育基地等，为人才培养、团队能力提

升奠定了基础。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管理制度规范。项目依据服务经验和中小博物馆现有管理制度协商订立志愿者管理

条例、联合评估表彰办法等，院校层面制定项目培育、志愿者培训管理、“指导学长”

陪伴机制等制度条则；沟通高校专家制订首个《中小博物馆儿童教育志愿服务规范》，

确保志愿服务规范专业；按照兰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规定制定经费管理和使用规范、

内部控制条例等，按照校社两级财务管理和项目审计规定，保证经费使用公开透明。

 （2）治理构架健全。项目逐步构建起“1+1+N”项目组织架构，即1个顾问与指导团队、1

个运营团队和N个实践小组。兰州大学文博专家为主的顾问团队把握项目专业规范，由

团委和学院党委组成的指导团队负责程序业务指导和监督工作；由具有丰富项目经历的

研究生骨干组成的运营团队负责项目的统筹规划、项目孵化、全程执行管理，瞄准项目

管理效率；下属N个实践小组负责具体服务执行，同时形成联合工作机制，保证项目信息

充分、互通互助等。另外，2017年获批成立党支部，结合项目相关的社区服务、文化弘

扬等目标持续打造品牌党建活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示范效果。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提供博物馆资源评估、制定“一馆一策”。共同梳理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开展博

物馆资源评估和儿童教育前置评价工作，建立适用于博物馆儿童教育的资源包和工具箱，

制定并形成科学的教育体系和活化方案。

 （2）开发儿童教育产品。带领中小博物馆开发当地儿童适学、易学、常学的特色教育

服务产品，统筹适用于儿童参访和体验学习的方案库，设计调动儿童学习兴趣的口袋书、

漫画卡、作业单及特色课程教案。

 （3）创设儿童教育示范服务。创设儿童教育服务岗，指导博物馆标记儿童参访标识，

春秋学期内与暑期连续开展3期28天示范服务活动，推出“博物馆文化绘图”等标准化指

南。

 （4）培育博物馆自研能力。开设中小博物馆技能工作坊，联结兰州大学等高校专家开

展培训讲座；与推广专员、社教专员共同设计兼具趣味性和科学性的体验课程并形成“研

修札记”，为博物馆儿童教育培育骨干力量。

 （5）联合多元主体搭建造血通道。推进多方主体以博物馆为核心，搭建中小博物馆与

学校德育、社区课后服务的协同发展平台，制定学校、社区、政府购买中小博物馆教育

服务方案；支持博物馆开发企业CSR项目定制、特色研学服务定制等，打通中小博物馆造

血通道。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1）项目产品标准化、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2）以大学

生为主体的志愿者流动性较大、项目效果连续性难度较大；（3）收入来源多元化和稳定

性仍需进一步加强。

 下一步打算：（1）深化产品研究部门，透过深入需求调查和标准化技术、案例资料研

究等，形成更实效性的产品研发机制并产出对应的标准化、市场化产品服务，保障项目

深度和可推广性；（2）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及人才储备机制。探索“高校志愿者+社会志

愿者”“专职志愿者+兼职志愿者”双轨志愿者培养和管理机制，通过完备的资料留存、

创意孵化、朋辈指导等确保项目理念稳定且不断优化。（3）继续强化资金筹集和资源统

筹模式。更加积极地向社会各界推广中小博物馆需求，包括政府购买、企业捐赠、学校

支持等，探索“中小博物馆数字藏品捐赠+社会筹款”等创新模式，以支撑项目升级及长

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