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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及年轻化的广大青少年受众群体，乾陵博物馆结

合自身文博资源，策划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过

乾陵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平台传播。

1、开展传统节日系列手工课程

依托乾陵博物馆丰富的馆藏文物策划的手工教育课

程，主要以视频、图文相结合的传播方式，让学生在家

就能认识文物并动手制作手工作品。例如：“博物馆里

贺新春 虎头虎脑过大年”春节系列线上教育课程，是

带领同学们寻找藏在博物馆里的“虎”迹，对照它们的

形象一起制作扭扭棒老虎发箍，可作为学生日常生活用

品。“欢度元旦 文化共享——元旦线上教育活动”是带

领同学们了解元旦节的来历、习俗，用红色黄色彩纸、

胶棒、剪刀、双面胶等工具制作手工爆竹，体验不同的

节日氛围。

2、线下教育课程转为线上

《丝路胡风》教育课程作为乾陵博物馆社会教育部

原创品牌课程之一，疫情期间，策划并推出“丝路胡风

之胡人”和“丝路胡风之丝绸之路”线上教育课程，是

将“丝路胡风”教育课程转为线上，选取章怀太子墓出

土的唐三彩胡人俑为代言人，并取名为“胡腾儿”，以

第一人称通过介绍胡人长相、服饰、丝绸之路路线图，

并设计了丝路连线、知识问答等互动参与环节，让孩子

们进一步了解胡人及丝绸之路。

3、策划众多线上教育系列课程

《唐墓壁画中的动物世界》《唐诗里的故事》《鉴

文听物》是在疫情闭馆期间，暑假假期研发的原创线上

教育课程，分别在文物陕西、咸阳日报、咸阳文旅等新

闻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乾陵陪葬墓出土的唐墓壁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

绘画水平高，《唐墓壁画中的动物世界》线上教育课程

是以乾陵陪葬墓出土的唐墓壁画为主，主要选取与动物

有关的壁画，如《狩猎出行图》《打马球图》等，通过

介绍壁画中不同动物，让广大公众对唐代动物有一定的

认识和了解；《唐诗里的故事》主要是选取与乾陵墓主

人息息相关的唐诗，以图文、音频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教育员介绍每首唐诗创作的背景，从而让更多的观众爱

上唐诗，爱上历史！

发展方向 不断满足青少年文化需求

（一）馆校合作，让基层博物馆成为青少年教育

“第二课堂”

近 年 来 ， 我 国 高 度 重 视 博 物 馆 青 少 年 教 育 工 作 ，

2020年，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利用博

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提出推动博物

馆教育资源开发和利用、拓展博物馆教育方式途径、建

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加强博物馆教育组织保障四大方

面意见。但是，由于环境、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落实效

果并不显著。基层博物馆应与当地教育部门及时沟通，

将博物馆教育纳入课后服务内容，针对不同年龄，结合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历史、美术等课程，鼓励小学在自

选课内开设博物馆教育系列课程，每周内选取一节课的

时间，常态化开展博物馆教育课程。

（二）壮大队伍，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作 为 基 层 博 物 馆 ，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比 较 匮 乏 。 现 如

今，微信、微博等网媒的运用，教育课程的研发实施、

教学教具的设计、教育读本的撰写等，对于教育员、电

教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具备历史学、教育学、动

画专业、电脑平面设计等多种学科融会贯通的人才。目

前，大部分基层博物馆内还是一人身兼数职，既是讲解

员、也是教育员，电教员。“走出去”学习交流的机会

较少，不利于业务知识和专业素养的提升。

（三）基地建设，打造教育活动场所

目 前 ， 社 教 活 动 主 要 是 采 取 “ 走 出 去 ” 和 “ 请 进

来”两种方式。首都博物馆专门建有青少年活动区域、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设有汉文化学习中心，都是集博物馆

教育、研学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公众服务场所，装修风格

和布局也基本符合活动要求和少年儿童的爱好。基层博

物馆基础设施设备不够完善，没有固定的社会教育活动

室，应结合馆内实际情况，打造符合本馆活动要求的教育

活动室，给青少年走进博物馆创造良好的教育活动环境。

结　语

综上所述，乾陵博物馆作为以唐代优秀历史文化为

主的传播者，肩负着历史重任。由于人力资源、经费投

入、基地建设等方面的限制，该馆策划与实施的社教活

动还处于探索阶段。展望未来，乾陵博物馆将积极发挥

博物馆教育职能，进一步研发具有唐文化特色的教育项

目，拓展工作思路，以满足广大公众的需求，全力讲好

乾陵故事，传承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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