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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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探之旅——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解决方案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其它

项目实施时间 2018-03至2023-08，共计65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奇探之旅——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解决方案志愿服务项目”是一个旨在通过资源整

合、课程研发、志愿服务，以助力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的中国本土化和特色化发展的

公益创意项目。自2018年3月10日成立以来，组织投入资金20多万元，累计开展约100余

次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志愿服务、1000余时的公益课程服务和1000余时的特色公益活

动，约有2000人次志愿者参与活动。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团队创立了一套“3+3+X”的解

决方案，对前期调研存在的缺乏课程体系、课堂教学质量不高与教育活动难开展等3大问

题，设计与实施3个解决方案，即：（1）针对中小学缺乏技术与工程教学课程与资源，

构建“产-学-研”协同构建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课程体系；（2）针对乡村学校缺乏技

术与工程教育教学经验，构建“城-乡”协同开展中小学技术与工程课堂志愿服务模式，

即：通过做大做强示范学校，并通过“城-乡”学校协同的形式，带动乡村学校开展中小

学技术与工程教育；（3）针对技术与工程教育活动有区别于其他学科课程的性质，构建

“校-社”联动开展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特色公益活动模式，以助力中小学技术与工程

教育的发展。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带动2000多名志愿者服务公益活动，已帮助30余所中小学建设技术与工程课程体系，开

发10余门课程，创新25门课程。

 在30余所中小学和社区开展志愿服务，直接间接影响2000余名中小学师生。

 在奇探小屋创客空间开展3年多常态化教学和3届夏令营与特色研学活动。

 项目指导老师累计获得了5项区级以上教学成果奖，25项国家级及区级以上课题获批，

出版3本专著。

 项目成员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获批10多项大创或研究生课题，获得100多项竞赛。

 被学习强国、中国青年网、科普中国网、广西日报、广西桂林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等报

道，并得到多所中小学和社区的充分肯定，并获得2023年互联网+大赛金奖。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合作伙伴网络保障：项目与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30余所中小学建立了合作共赢

的伙伴网络，在做大做强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技术与工程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公益

志愿服务，带动其余中小学校的技术与工程教育的发展，形成系统的产业链模式，增强

项目运营能力。

 （2）项目产品与服务保障：团队在专家顾问与课题组的指导下，与示范学校合作研发

了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学体系及其相关资源，并通过公益志愿服务的形式为其余中小学

提供课程服务与资源。

 （3）项目财务保障：团队通过实施资金可持续发展机制，整合项目资源，实现资金筹

备、使用与合理分配，提升项目财务的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收入方面，既有来自政府、

基金会和公司对项目的购买，还有通过项目竞赛获得的公益创投基金，以及通过开展志

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与文创产品服务获得的项目经费；在资金支出方面，主要用于开展中

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志愿服务和特色公益活动，以及项目产品研发和志愿者培训，其余

还用于交通调研和专家咨询等。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团队治理结构规范，管理制度健全，核心成员稳定：

 团队积极推进党员引领示范、团员协作一致，协同开展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公益志

愿服务活动。采取分部门组织、管理、产品研发，各部门按照分工协作的模式运行，主

要包括产品研发部、产品技术部、艺术设计部、产品宣传部等相关部门。

 在团队管理方面，“奇探之旅”每年会在广西师范大学各学院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当



中招收新成员进入“奇探之旅”项目，并对新成员进行培训考核，从而促进本项目的可

持续性发展和迭代传承。同时，在人员迭代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每学期最后一个月开展

项目评估与模式迭代，以确保团队项目的常态化运转。

 （2）项目合作支持方与参与志愿者满意度高：

 团队开展的志愿服务与公益活动先后直接与间接影响了2000余名中小学，多次受到家

长、社区和中小学校的好评与支持，也得到了合作公司的认可，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均持

有较高的满意度。

 （3）项目获得多家媒体平台报道与多方认可：

 团队先后被学习强国、中国青年网、科普中国网、广西日报-广西云客户端、广西桂林

七星区人民政府网等多家媒体平台报道，并得到多所中小学和社区的充分肯定。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项目资金创收

 1. 项目主要面向中小学生，在奇探小屋创客空间开展常态化课程志愿服务，以及开展

夏令营、研学等特色公益活动等获得产品服务营业收入。

 2. 政府、基金会、公司等通过购买我们的项目，包括面向创客马拉松比赛提供志愿服

务、购买我们团队设计研发的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课程体系及其资源、购买我们的课

题项目等，获得部分项目经费。

 3. 以项目竞赛获得院校公益创投基金。

 4. 积极推动项目文创产品服务，获得部分项目经费。

 （2）项目资金支出

 1.用于志愿者前往中小学开展技术与工程教育课后服务、在奇探小屋开展常态化课程

志愿服务、开展夏令营和研学等公益特色活动。

 2.部分用于项目产品研发和志愿者培训。

 3.部分用于交通调研、咨询专家等。

 团队通过建立“产-学-研”协同研发教学体系、“城-乡”协同实施课程活动、“校-

社”联动创新特色活动等3大模式，形成了“课程研发+协同实施+联动发展+教学引领”

的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公益创业模式，形成了项目资金收支的闭环，促进了项目的可

持续发展。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项目运营活力有待提升：

 目前项目与科技馆和博物馆的合作较少，因此在运营活力上有所欠缺。对此，项目将

通过：

 1. 招募各大院校、各事业科协的专家志愿者对科技馆“技术与工程公益科普活动”的

设计、技术与工程科普剧本的创作、技术与工程科普微视频的研发等工作开展指导工作。

 2. 结合科技馆和博物馆等自身的资源，选派专业骨干人员对参与项目的志愿者进行定

期培训，提升志愿者的项目工作能力和水平，树立良好的技术与工程教育志愿者形象。

 3. 团队也将开创一带一路创业新模式，通过研制外语版的资源、开发外语版的产品，

将团队研发的资源与产品推广到一带一路国家，让更多有需求的学生与教师得以收益。

 （2）项目影响力度有待提高：

 目前项目在中小学科技教育和科创活动的熟知度与关注度仍有所不足。对此，项目将

通过：

 1. 依托广西科技馆、微信等数字平台对项目进行宣传，在新媒体线上线下参与方面不

断创新；

 2. 通过与广西少儿频道、科普教育频道等主流媒体合作，依靠视频播报方式，在活动

形式和传播方式上不断创新，扩大宣传影响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