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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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网线连东西——多彩美育课堂让几十万乡村娃逐梦飞翔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关爱少年儿童

项目实施时间 2017-09至2023-08，共计71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教育”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项目以让中西

部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多彩美育教育为目标，以互联网“1对N”技术为支撑，构建“精准

研发—有效传递—强基壮骨—持续产出”四步一体的闭环翗翗助学模式，同时以美育为

撬点，整合多地公益伙伴力量，链接青年社会组织资源，联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目标，

实现“云地联动”，推动实现血液自造、反哺运营、持续发展。该项目组建了“一心四

环”的“N师志愿者矩阵”，现有网师178名、助学130名、助教8460名、在地伙伴9762名，

打造了“前端教师授课+中端网络赋能+后端多方受益”的美育课堂标准化体系，累计研

发各类美育课程1360节教具1237件专题教育包19个，打造出“翠屏云课堂”、“富宁专

递课堂”等16个品牌课堂。项目实施以来从贵州起步逐步覆盖新疆、西藏、云南、甘肃

等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969所学校的28万名学生，提供美育教学和实践超过

1.06亿课时。项目获评国务院精准扶贫50强案例，为山东省唯一入选国家民委“三项计

划”示范项目的优秀项目，被选为山东省对口支援西藏,新疆精品项目。项目被中央电视

台、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80余次。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巩固脱贫攻坚，转衔乡村振兴。我国有近5000万中小学生尚未接受过美育教育，这些

学生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项目依托“互联网+”技术，以美育赋能超过28万名学生全

面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初始动力。2.深化东西部协作帮扶，助推教育均衡发展。整合

东部优质美育资源，在资金、技术、师资等方面造血帮扶，现已覆盖全国23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8969所学校，构建起全国美育教育发展网络，入选国务院精准扶贫优秀案

例，预计创造社会效益超过3.4亿元。3.赓续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推动传统文

化两创发展，深耕地方特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项目覆盖全国37个民族青

少年，入选国家民委“三项计划”示范项目。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资金来源丰富多元。项目形成了以营业收入、购买收入为主体，以社会捐赠、政府补

助、创投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资金收入，其中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且以每年超

过30%的速度不断增长，项目拥有极强的自造血能力。2.服务技术成熟规范。项目坚持品

牌化发展路径，制定实施规范，在教师队伍培养、课程开发、课程教学及实操等全流程

上建立标准化体系，具备可监督、可管理、可控制、可复制、可输出的特性。3.志愿者

团队专业高效。项目优化志愿者配置，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充分挖掘志愿者的潜能，

组建“一心四环”的“N师志愿者矩阵”。整合各方资源力量，与北师大、华师大、厦大

牵头成立美育研究中心，专门负责美育教材教育研发工作；与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社

会艺术家协会、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就志愿者网师培育达成战略合作；支持在地高校中小

学教师参与项目担任助教志愿者，致力于培育一批优秀师资。截至目前，登记入库的四

个环节志愿者人数超过5万人。4.党政关心支持有力。项目获得了新疆、西藏、甘肃、贵

州、重庆等地党政机关及共青团大力支持与帮助，在项目实施的硬件设施、政策条件等

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助力项目稳定有效实施。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坚持党建团建引领项目发展。坚持以党建团建带领项目建设，在组织内部建立党支部、

团支部，在目标规划、政策响应、思想教育、服务实施等全流程发挥党员、团员的模范

带动作用，确保项目的组织治理先进性。2.建立“4321”管理制度。“4”是指确立“项

目运营、资金管理、志愿者管理、课堂管理”为4大管理核心，精准施策，重点发力；

“3”是指每次服务落实“专人负责、专师开展、专用资金”3大要求，采用“日常检查+

突击抽查+人群评价”的方式，强化志愿者管理，对不合格的服务提供者给予警告乃至清



退；“2”是指坚持“外部监督+内部监督”的监管方式，聘请著名学者、行业专家、政

府官员、同行伙伴担任外部监督官，及时指出项目不足；“1”是指以“全心全意为了孩

子”为1个服务核心，围绕核心坚定不移做好服务。3.构建专业为本良性竞争的志愿者队

伍建设机制。项目以垂直化志愿者管理体系为依托，发挥“互联网+”优势，实现对志愿

者定点定向管理。一是建立志愿者培育体系，提高志愿者理论水平和服务能力；二是建

立志愿者服务记录体系，研发志愿服务过程记录小程序，在美育教学过程中实行质量监

控和服务追踪；三是建立志愿者储备库，形成志愿者竞争上岗机制。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该项目构建了“3+4+N”的公益创业新模式，即搭建“3端式”全流程美育服务链条，灵

活打造4个相互链接的联动端口，为服务对象提供N项可供选择的精品服务。1.“3端式”

全流程美育服务链条。一是在前端，对服务对象开展专业评估，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形

成专属美育教学方案；二是在中端，通过志愿者们协同配合，实现“云地联动”的服务

链接，提供优质服务；三是在后端，将课堂教学拓展到实践育人，让美育教育基于课堂

但不限于课堂。2.4个相互链接的联动端口。一是形成基于标准体系下的美育教育精准化

定制端口，打造各类美育课程1360节，教具1237件，专题教育包19个，具备美育课程“定

位—研发—提升—教学”全链条开发能力，可以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定

制。二是形成基于全流程的美育教育精细化实施端口，依托4部分志愿者紧密合作，分阶

段将美育教育贯穿孩子成长过程。三是形成扎根一线的美育教育伙伴培养端口，以资源

输出、伙伴帮扶、深度合作形式强化与地方伙伴合作，形成持久帮扶活力。四是形成面

向实际的成果转化端口，构建覆盖广泛的文化品牌和好物网络，持续扩大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以上4大端口联动运作为项目源源不断提供造血。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一．存在的问题1.高水平管理人才不足。随着项目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管理制度逐步完

善，但管理人才作为项目管理中的关键因素缺口较大，严重制约着项目的高效运转。2.

项目产品的市场化运作水平尚需提升。项目实施中形成了内容繁多的服务产品，初步建

立起基于美育教育的乡村帮扶体系，但缺乏对产品的包装与运作，导致部分优质好物销

路不畅。3.在地资源融合度不够。具体表现为与官方合作较多，与地方伙伴合作较少，

合作重点立足于教育领域，其他领域合作较少，项目在地的延伸性和扎根性还需要进一

步保障。二．提升策略1.多渠道吸纳优质人才，建强人才队伍。一是依托“优秀青年到

社会组织开展服务”的政策支持，吸引一批优秀青年参与项目建设；二是紧抓“青鸟计

划”、“扬帆计划”契机，加大招聘力度；三是加强管理培训，以帮带式、共学式等方

式共同提升。2.加强市场化营销水平，提升项目产品知晓率。通过加强项目的IP设计及

产品策划，让美育产品与乡村振兴好物相结合，形成一带多的裂变效应。3.建立美育基

金会，优化地区公益生态环境。建立乡村美育基金会，以专业技术、资金、管理优势，

充分培育地方美育教育公益伙伴，凝聚伙伴力量提供更为高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