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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华夏文明的核
心区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人类文
明，其中青铜文明就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在拥有2500年悠久历史的龙城，有这么一座博物馆，
它响应新时代的号召，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蓬勃发
展，它就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
——山西青铜博物馆。当我们徜徉其间，仿佛能倾听到
1400余件青铜器正在向你诉说那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和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深深地感慨于古人的非凡创造，这
是一场与文化最美的邂逅。

青铜曙光初现，地域文化独特 山西历史文化悠久，
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陶寺铜铃的一声

“叮”响，敲响了青铜时代的序章，同时也见证了早期王权
和国家政权形态的形成。一件商早期平陆前庄大鼎似乎
在预演着黄河岸边那场神秘而繁冗的祭祀活动。灵石旌
介墓地，出土了大量的带有“丙”字族徽的青铜器，隐隐中
你能看到“妇好”正在与丙族高谈阔论、把酒言欢。酒务头
墓地的抢救性发掘，再一次震惊了世人，不仅为“匿”族青
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在
晋陕高原黄河沿线的保德、柳林、石楼、永和、吉县、榆林
和绥德等地发现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带铃豆、舞铙、龙
形觥等极具地方特色，铃首剑、蛇首匕等器物出土则显示
出典型北方草原民族特色。

你方唱罢我登场，商末纣王众叛亲离，身死国灭，
周武王建立周朝，分封天下，晋国自此登上历史舞台，
从文献上的“方百里……”到晋文公称霸天下，晋国在
历史的长河中熠熠发光。镇馆之宝“晋公盘”，展现了春秋
时期铸造技艺的最高水平，盘中流水交织着泪水，微波粼
粼，照映出文公女儿出嫁时那盛大而华丽的婚礼场景。

考古工作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重大遗址的出现，在
翼城大河口和绛县就发现了文献上未曾记载的霸国和倗
国，他们均为媿姓狄人所建，与周王室、晋国等国均有密
切关系，霸伯甗、格仲簋、伯旅父簋等一件件精美的青铜
器，充分反映出当时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攻伐战事。

山西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品类之丰
富，形制之独特，序列之完整，涵盖了从青铜文明的发生、
发展、繁荣到转变的各个阶段，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更
是不言而喻，人们也亲切地称之为“晋式青铜器”。

礼乐文明践行，社会制度规范 青铜器作为礼器，是
中国青铜文明的特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礼乐文明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和乐相辅相成，构成
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两周礼乐制度建立于分
封制和宗法制基础上，确立了冠、昏、葬、祭、乡、射、朝、聘
等方方面面的规范和秩序，维系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顺
利运转。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青铜器承载了重要的
社会功能。

“武王赐义贝三十朋……”义尊上斑驳的铭文诉说着
周武王赏赐义30朋贝的故事，这件重器饱经风雨，重现世
间，显得格外珍贵。鼎簋制度是周代贵族礼制的重要内
容，晋侯 5鼎 6簋陈列整齐，似乎见证了晋文侯陪同周平
王东迁的艰辛路程。宴享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贵
族的祭祀和饮食都要符合礼制规范，鬲、甗、簋、豆、盨、

匕、俎等，正是这些难识的器物，组成了庞大而繁缛的宴
享规范。商人好酒误国，周人吸取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的
献宾礼节，一献、三献……你看那些卣、爵、觯、觚又醉醒
了多少英雄豪杰的春秋美梦。“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
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每逢看到盘、匜组合相望，也
难以掩饰晋文公失礼于怀赢的尴尬与担心。

随着礼制的完善，“乐”成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编钟、
石磬成为周代乐器的基本组合，以钟、鼓、磬组合而成的打击
乐，成为当时最高妙的“黑科技”。置身其间，似乎看见师旷正
在抚琴，沉醉于一曲曲美妙而悠扬的金石之乐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认为，祭祀和战争是政
治生活的两大主题。考古发现的大量车马器、兵器，多是
戎马仪行的见证。銮铃、镳、节约展现出车马器繁复而巧
妙的设计，戈、剑、弩寒光凌厉，渗透出一场场残酷又血腥
的战场厮杀。

春秋以来，贵族阶层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利用鼎簋等
礼器，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同时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利
用其他青铜制品，来表现自己的尊贵和富有。霸姬盘洋洋
洒洒153字铭文，述说着“气”未遵从穆公命令违反契约的
糗事，也由衷地钦佩霸姬的坚毅与果敢。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刖人守囿车、带钩、铜镜等精美的用品，点亮了人们对
美的追求。多年来，山西发现的青铜器，不仅有来自塞伊
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倒钩铜矛、鄂尔多斯式的兽首刀、鹤
嘴斧、动物形牌饰，还有来自两周诸侯国的鲁侯鬲鼎、吴
王夫差鼎、秦式短剑等，这些青铜器反映出当时民族交融
和文化交流的社会现实。春秋时期最大的镬鼎，出土时还
放置有牛的肩胛骨，俨然是在向我们诉说，“赵鞅你已僭
越了祖宗的法制”，还有赵卿鸟尊上那只可爱又凶猛的鸷
鸟，它挥舞起那双华丽的羽翼，不断窥觊着晋国的那一片

天空。46匹战马，16乘车舆曾驰骋疆场，所向披靡，如今依
然宣示着自己的主场，就好像它们从未离开过一样。

在中国历史上，三家分晋成为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分
界点。青铜器作为传统礼制的重要载体也发生新的变化，
秦汉以降，中国社会由列国纷争走向多民族统一，青铜器
不再居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是步入寻常生活。

山西青铜器既表现了早期中国多元文化交流与融
合，也系统而完整地体现了先秦礼乐制度的成熟和定型，
还展现了青铜造型和装饰艺术上的重大进展，是山西最
重要的历史成就之一。

采冶铸遗址丰富，铸造技艺精湛 瑰丽的文明之花
离不开技术的沃土，造就山西青铜文化面貌的另一重要
原因，是因为山西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和铸铜技术。那么
如何将这一块块不起眼的石头，变成精美的青铜器呢？首
先需要解决原料的问题，在中条山地区发现有夏商时期
的采铜遗址就有十余处，其中，闻喜千斤耙遗址是目前国
内发现年代最早的采铜遗址之一，通过观察竖井、斜井、
平巷等矿井结构，发现古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采矿技术，
看着这些曾经使用过的工具、灶、窑等生活设施，深切地
感受到先民的艰辛与不易。

早期的采矿遗址中，并未发现冶炼的痕迹，随着绛
县西吴壁遗址的发现，证实了早期中国的青铜产业是
采冶分离的现象。这些冶炉残迹、炉壁（坩埚壁）、矿石、
石范等，是已知中原地区时代最早、规模较大、专业化
程度最高的冶铜遗址之一，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青铜
产业链从采矿到冶炼之间的缺环，对早期冶铜手工业
的组织管理，以及早期中原王朝的兴起与发展等研究
具有重要价值。

在《周礼·考工记》里记录了不同用途青铜的不同配
比，表明古人已经熟知，配比成分不同，青铜属性就有很
大的不同。中国青铜器的铸造技艺高超绝妙，震撼人心，
主要分为两种，即熔模法和模范法。北方中原地区主要以
模范法为主。20世纪 50年代，侯马铸铜遗址出土了数以
万计的陶范，无论是从器形上，还是从纹饰上，都刷新了我
们对青铜器的认知。青铜器的铸造有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
技术要求，从陶泥的选择、模范的制作、铜液的配比、炉灶
的温度，浇铸的控制等等，很难想象，在那个只有火与手的
年代，是何其伟大的功绩，以至于我们现代的工艺水平都
自叹不如。一件青铜器并不是一铸而就的，铸形之后，还需
要经过补铸、锯截、錾凿、刮削等工序，去除青铜器表面的
毛刺、芒口、浇铸口等技术痕迹，打磨抛光之后，才得到青
铜器成品。古人还通过各种镶嵌、鎏金、包金银、贴金和髹
漆等方式进行装饰，赋予了青铜器新的面貌和生命。

在山西青铜博物馆里，不但有“吉金光华”这样主题
内容宏大且浑厚的基本陈列，而且还推出了不同类型、不
同主题的临时展览。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增强博物
馆与科技相融合，俨然已成为当下最新的课题。在此背景
下，青铜馆加强数字化建设，打造“数字青铜”品牌，通过
展厅VR体验、文物AR虚拟展示、体感互动等科技手段，
实现科技赋能，创新博物馆参观新方式。新时代下，山西
青铜博物馆将肩负使命，不断拓展让文物“活”起来的新
路径，讲好中国故事，共创文博事业新辉煌。

近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资料时
惊喜地发现，有一幅标注为“1951 年冬《人民日报》刊发

《革命故乡井冈山区全体农民写信给毛主席拜年》”的报
纸版面摄影图片，将井冈山人民对毛泽东同志，对党和人
民政府最深情的告白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信的文字全部用的繁体字，采用竖式排版，为飨读
者，现将部分刊载实录如下：

（本报讯）革命故乡井冈山上的七百零四户农民，于
新年前夕写信向毛主席贺年致敬，报告他们解放后的翻
身光景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形。原信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住在革命故乡井冈山上的七百零四户农民，

新中国的第三个新年来到了，眼看着越过越好的翻身日
子，我们心里有许多话要向您说。

毛主席：自从您带领着红军离开这里以后，反革命大
恶霸肖家璧，在这里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大小五井（村名）
牺牲了三分之二，白狗子（指蒋匪军）还常来驻扎镇压，逼
得我们在山崖里住了三、四年。我们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
的摧残迫害呀！前年秋天井冈山重获解放后，我们受到人
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尊敬和关怀。二年来，中央人民政
府、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江西省各界人民接二连三组织访
问团、派人、拨款来慰问我们，苏联朋友也长途跋涉上山
来看我们。我们还经常收到云南、陕西、南京、上海……许
多地方的人民写来的慰问信。

毛主席：解放二年来，我们在您的领导和关怀下，山
区生产步步提高，人民生活越过越好，今日的井冈山上到
处是一片兴旺气象。您是晓得的，井冈山区田地贫瘠，野
猪又多，二十年来白狗子害得民不聊生。我们缺少耕牛农
具，没有力量上肥、上石灰、保护青苗，年年只有三四成的
收成。今年春天，井冈山区完成土地改革后，人民政府先
后拨了十几万斤的慰问粮和农具贷款。我们有了口粮，又
添了十九条耕牛和四十多件农具，今年山区三千八百多
亩稻田都做到了“二犁三耙三除草”，田里下了七十多万
□石灰，开辟出来的二百六十八亩荒田荒地也全部种上
了水稻和红薯。春天，我们补整和新修了二百二十九座水
□、水圳；夏天，我们又搭了二百多个防兽棚，组织互助护
青；这样我们今年秋天获得了六十年来没有见过的大丰
收。全区每亩田平均割了稻谷三百二十斤（比解放前增加
了一倍），下庄乡劳动模范罗龙茂的稻田最高产量每亩达
五百二十斤。稻子结实饱满，红薯、黄豆收获也好，人人都
说：“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今年百种百收”。

今年秋收后，许多人家添置耕牛农具、买布、修房、办
喜事。下庄乡农民罗龙茂种了十几年的田，解放前什么都
没有，今秋他家收了七十多担谷、六担半红薯，如今耕牛、
农具样样办齐备了，还买了二十几丈布，全家五口换上了
新棉衣，二十多年住一幢破屋，连大门都没有，秋后也雇
工装修了一番，他还准备明年换上新瓦。山上最近有三十
多对男女农民自由结婚。往年，井冈山上很多人家没有米
过年，总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现在那家都有二三十担谷
子，大部可以吃到明年五六月，再搞些副业就可以接到明
年秋收了。山区建设正在进行，今年人民政府拨款在茨坪
村兴建了毛主席住宅和毛泽东小学，另外还办了五个村
学，十七个民校，组织了十三个读报组，现在儿童、老头都
有书读了。今年八月，人民政府还帮助我们成立了合作
社，山上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入了股，从此，我们就再不用
翻山越岭跑几十里到外面去买油盐百货了。

今年八月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到井
冈山传达了您的亲切关怀和指示，当时我们就表示要以爱国
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您的恩情，保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
原先我们计划增产捐献二千二百万元，与遂川县人民合力买

一架“井冈山号”战斗机，但是到九月底，我们就
已缴款四千八百多万元，提前超额完成了半年
捐献计划。今年秋天的公粮任务，全山区也只五
天就全部入库，还超过了预计数字七万多斤。

十二月三日柳辛林同志从北京参加国庆
节观礼归来，开会传达了您关于加强抗美援
朝、厉行增产节约的号召，我们马上展开了讨
论，并订出了增产节约的具体计划，许多人家
已经根据您的意思修订了爱国公约，并且已经
照着做了。我们决定：明年稻田要在今年大丰
收的基础上，每亩再增产稻谷四十斤。今冬明
春要多挖药材、扛木头、挖竹笋、猪、养鸡等，增
加收入合稻谷十四万斤，从过年过节、婚丧喜
事少请酒、少打米粿，节省稻谷二十二万五

……
此信虽然没有标明具体日期，拍摄的图

片也不太完整，但从书信中的那句“中央人民
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到井冈山”中可以明
确，此信是写于1951年冬，因为当年七八月间，
井冈山人民喜迎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
据地访问团，访问团还带来毛主席亲笔所写的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词。
重要的是，所见这封不太完整的信，却动

情地描述了毛泽东和红军离开井冈山后、人
民的生活情境以及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感
恩感念之情。

从信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国家领导人特别关心关怀井冈山人民，并派
出多批次的慰问团前来慰问，甚至苏共中央
还指派著名汉学家、苏联外交部东亚司司长
费德林于当年 2 月中旬访问井冈山。费德林
在此期间不仅体验了“红米南瓜生活”，访问
了井冈山农民，而且还登临了茅坪八角楼，
他最后感慨道：我这次来井冈山，有这么一
个体会，觉得中国的革命斗争条件，比苏联
共产党推翻沙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十月革
命，要艰苦得多！

事实正如此，1930年2月井冈山沦入敌手
后，肖家璧等靖卫团团总率领数百团丁窜至

茨坪，与叛匪沆瀣一气，对井冈山大小五井实行大烧大
杀，且手段极其残忍。除了惨杀中国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
部，连他们的亲属也不放过。致使大小五井原有村民 123
户，竟有 69户被杀绝，房屋全部被烧毁，唯留小井一家匪
徒们要吃饭的“中和昌”小饭店。更甚者，有的被杀后，亲
人偷偷地将尸体掩埋，肖匪又派人扒出烧掉棺材，将尸体
扔在大路旁，任凭山鹰野狗撕咬；期间，还勾结反动政府
推行《保甲制度》，规定的区以下设联保、保甲，改为各乡
设保甲，各级之间环环相扣，互相牵制。各户如发现另户

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况，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
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而保长通常由当地地
主、土豪、顽劣担任，其实质是通过联保连坐法将湘赣苏
区变成大囚笼。在军事方面，肖家璧于井冈山区修筑大小
碉堡 130余座，并建有弹药库、监狱、水牢等。在扩充军事
势力的同时，进行经济掠夺，垄断了井冈山区的油行和粮
库，对民众任意派捐派款，敲诈勒索。

抗战结束后，为扩大内战需要，国民党反动派疯狂
扩充兵力，征兵扶夫。肖家璧强征壮丁 2000多人，期间还
把被征的 20多名壮丁充当他私人的长工。如，井冈山市
下七乡上七村仅在 1946年就征送壮丁 140多人，该乡农
民刘义海先后被抓壮丁 9次，结果损坏了身体，造成终身
残疾。大井村邹文耀的儿子因逃避抓壮丁而被迫流落于
宁冈和湖南一带，过着流浪的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
回到家乡……

来自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心关怀，让井冈山人民
心怀感动，让他们信心百倍、豪情倍增。他们觉得生活自
此又拥有了好光景，在外避难的父老乡亲也纷纷返回家
园，他们以支持当年党领导红军开创革命根据地那般的
热情投入和实际行动支持农业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甚
至用节衣缩食的行动来支持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

是啊，井冈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当年的毛委员带
领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
地，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不断地从
胜利走向胜利。在井冈山两年零四个月的革命斗争中，毛
泽东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从群
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孕育形成发展了独具中国特色的
群众路线，团结带领广大军民在井冈山开展轰轰烈烈的
土地革命，建立了工农专政的红色政权，深刻地诠释了共
产党人的为民初心。老百姓最讲实惠，也最懂得感恩。因
此，井冈山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恩之情以及萌发
的爱国之志，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映现实，也照亮未来。当年井
冈山茅坪八角楼上的微弱灯光，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
之火，照见了老区人民的艰苦岁月。让井冈山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辈的夙愿，也是毛主席和我们党对
这片红色热土许下的庄严承诺。然而，囿于自然条件的束
缚，加之自身造血功能不足，井冈山一直到2014年还未实
现脱贫。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月在井冈山视察
指导时深情地说，“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
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中作示范、
带好头”。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近年来，井冈儿
女正扬鞭策马、衔枚疾进，全力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迈
上新台阶，奋力描绘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井冈画卷，社会经
济发展已经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在全国率先脱贫之
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也早已迈出坚实步伐。

“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
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
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
从贫穷到富裕，井冈山的发展也是新中国 70多年发展历
史的缩影。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
人民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
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勤劳质朴的井冈山人民承载着革命先辈们对这片土
地的期待，传承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在科学发展、进
位赶超、绿色崛起的新征程中，向外界展示了井冈山和井
冈山人的新形象，唱响了一曲“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的颂歌，踏上了快速发展的新“路”，使这片用无数革命先
烈鲜血染红的神圣土地迸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博物馆热”“研学热”成为网络热点词汇，各博
物馆围绕馆校合作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和实践探索，形
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山东博物馆馆校合
作工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方法还是效果，均在
不断深化和完善，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和成效的馆校共育
新路径。

区域示范立足价值认同
所谓价值认同是馆校双方对于馆校合作具有一致性、

稳定性的看法、评价和取舍。馆校双方能够相互熟悉和理
解，包括对于对方的属性、目的、特点和关系的理解等。这是
馆校合作的基础，也是馆校合作双方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据山东博物馆所在的济南市的《二〇二二学年济南
市教育统计公报》显示，济南市学校总数为 3194所，在校
生 1689733 人，教职工 144833 人（不含省属、部属高校）。
山东博物馆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馆校合作达到普及性
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区域示范，
就显得尤为必要。经过广泛接触和了解，山东博物馆与山
东历城区历城教育系统共同达成了区域示范的合作意
向。历城教育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学校距离山东博物
馆比较近，可进入性较强；二是学校类型完备，既有部属
院校山东大学，又有市属高校济南职业学院；既有乡村
（山村）学校，又有城市学校；三是其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
高度重视，积极推进。

课程规划立足馆校一体
馆校一体就是以馆校合作中的项目为共同主导，协商

推进，服务对象既包括学生、老师，也包括博物馆工作人
员，目标是馆校协同并进。

山东博物馆与济南稼轩小学合作开发校本课程，采取
的是馆校共同组建课程组，开发先期交互培训，即学校的
老师走进山东博物馆进行博物馆知识的系统培训，山东博
物馆教育人员走进学校参加小学教研活动；培训结束后，
双方共同商定校本课程主题、内容及上课形式，共同备课，
联合上课。2021年10月“知书”系列课程开始实施，为济南
稼轩小学 380名小学生带去了不同主题的博物馆活动。在

“知书”系列课程示范的基础上，又推出了“文物墨影、纸上
春秋”——馆藏书法文物进校园活动，先后走进济南、济
宁、泰安、临沂、菏泽等地市的50余所中小学。同时，向参与
学校征集书法作品，并于当年年底在山东博物馆举办“文
物墨影、纸上春秋”作品展示活动。

与济南职业学院共同开设学校公共选修课，济南职业
学院聘请山东博物馆教育人员为“客座教师”，课程以专题
形式在学校讲授，为期一个学期。在此期间，山东博物馆志
愿者以讲座接力形式，为学院学生和教职工作了题为《一
眼千年话宝藏》的人文学术讲座。讲座采用线上方式进行，
通过腾讯会议和学校官方抖音号进行同步直播。

除此之外，山东博物馆还将展览送进校园，助推学校博
物馆建设。例如将“暗夜精灵——荧光矿物展”送进历城二
中，作为历城二中科技馆的临时展览之一，成为学校师生开
展科学实验活动的重要载体。将博物馆文物“搬”进韶光小
学，打造博物馆作为学校“第二课堂”的常态化、特色化与多
样化教育模式，全面提升博物馆研学教育的覆盖面与影响
力，实现博物馆与学校资源共享、平台共建、特色共创。

团队建设立足双师构建
双师构建就是馆校合作双方的项目团队成员身份互

认、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共同成长。参加馆校合作项目的
博物馆教育人员要考取教师资格证书，或者具有学校从业
经验；学校的老师要熟悉博物馆文化。

熟悉博物馆文化，认同博物馆文化的最佳途径就是成
为博物馆的志愿者。学校老师在经过山东博物馆系统培训
后，成为山东博物馆志愿者，山东博物馆规定教师志愿者
的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和服务时长。成绩突出的老师受邀
成为山东博物馆之友。目前，山东博物馆已经拥有教师志
愿者近千人，他们在完成馆内面向公众志愿服务的同时，
有的老师带着自己的学生走进山东博物馆开展实践教学

活动，有的老师将博物馆知识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成为市级或者省
级教学示范课，有的老师带领自己的学生共同成为山东博物馆的志
愿者，成为山东博物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为更好地推动双师构建，山东博物馆在馆校合作中，开展双聘
教师活动，既馆校双方共同聘请一位教育人士担任馆校合作双聘教
师，同时服务于博物馆和学校。通过这种方式博物馆不仅可以从学
校获得最新教学动态和教研进展，学校也能够获得博物馆的展陈动
态和资源支持，最终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

馆校合作项目团队既是一个工作团队，又是一个科研团队，也
是一个培训团队。馆校双方共享培训资源，共同申请相关课题。近年
来，馆校双方合作申报各类课题十余项，内容包括：志愿服务研究、
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服务研究、研学课程开发研究、综合实践课程
开发研究等。合作校方教师先后参加山东博物馆齐鲁文博大讲堂、
文物鉴定鉴赏培训班、博物馆研学创新与发展培训班等内训会议，
山东博物馆也先后参加了学校的教学教研培训班，教师技能大赛等
活动。

经过双师构建活动锻炼，馆校双方的人才队伍得到了锻炼和提
升。山东博物馆宣教队伍的质量也得到一定提升，先后获得“最美文
化遗产讲解员”、中国故事——全国博物馆优秀讲解案例推介“十佳
优秀讲解员”、“全国革命文物百佳讲述人”等荣誉。

项目驱动立足优势资源
近年来，山东博物馆根据自身优势资源，结合不同的学校的文

化特色、师资优势相继建立“教师志愿者”“陶于河滨”“美哉华服”
“带着家乡文物上大学”“美丽山东”等馆校合作项目，最终建立了以
“教师带动学校，学生带动班级”的馆校互动机制，并且动态建立学
生档案，开展跟踪服务。

“美丽山东——山东省青少年人文素养实践大赛”是山东博物
馆依托多年的馆校合作工作经验，充分发挥文物资源、博物馆资源
和馆校合作资源优势推出的青少年活动，是经山东省教育厅确定的
17项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开展的白名单赛事活动之一。活动每年设定
一个主题，在该主题下由老师指导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最终形成
一个小型展览或者表演。这是馆校合作规模化项目式驱动的又一尝
试，山东博物馆邀请济南市学生发展指导中心作为特别指导单位，
全过程为馆校双方互相支持。截至目前，济南十区两县均有中小学
校参与，多数学校将本次大赛与学校的综合实践课程、劳动课程等
课程相结合。

立足优势资源项目驱动，可以发挥馆校双方的优势，取长补短，
开发一些具有示范性强的博物馆教育项目或者学校综合实践课程。
例如：先后获得全国文博社教十佳案例和全国博物馆研学最佳线路
的“中国服饰文化之冠帽”系列智慧社教研学课程和“陶于河滨”博物
馆黄河文化主题研学课程，以及“家风家教邹鲁行”项目等，就是馆校
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开发完善实施的。这些原来零散独立的活动，经策
划、实施、评估、教辅材料以及活动组成，重构成体系化课程，在课程
开展成熟之后，又将课程提升改造成“博物馆移动学习包”，让课程在
馆校之间自由切换，打通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围墙”，既提升了学生
学习的兴趣，又丰富了教学教案，让课堂更加多彩。

馆校合作是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融合发展，是博物馆和学校
的双向奔赴。在这场双向奔赴的旅程中，博物馆明确在合作关系中
的定位，突出自身实物性教学和社会化参与的特性，推动博物馆资
源社会化开发、标准化生产、规模化推广，形成一校合作、百校受益
的馆校合作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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