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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趋势下的馆校合作 

                                         天津博物馆  

馆校合作是博物馆教育推广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馆校合作工

作在我馆蓬勃开展，形式多样且卓有成效。 

2015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2015 年国家文物局、教育部颁布《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关

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指导意见》；2016 年

1 月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和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联合签署《天津市推

进文化教育融合框架协议》...在这些大背景下，我馆积极尝试利用

互联网平台来推广博物馆教育，首先将这种尝试运用于馆校合作中，

实现用现代高科技的技术手段来呈献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一般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无外乎几种模式：学生团体到博物

馆参观、开展具有博物馆特色的动手体验活动、开展博物馆特色课程、

与学校共建实践教育基地、与学校共同开发教辅材料。在互联网+时

代背景下，我馆集合多年来馆校合作宝贵经验，积极探索互联网转型

之路，目前主要开发了“天津博物馆中小学数字课堂”和“天津博物

馆公共在线教育平台”两个教育合作项目。 

一、天津博物馆中小学数字课堂 

“天津博物馆中小学数字课堂”打破了博物馆教育的空间局限和

传统形式，以学生们熟悉的“课堂”形式，通过互联网，利用校园宽

带网络、教学计算机、投影等现代化教学设施，连接博物馆与学校教

育实体，实现“互联网+”形态下博物馆教育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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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津博物馆数字课堂”的内容主要是依托我馆临时展览，

用于其推广和传播。临展的特点是展期短但参展的文物大都是精品，

如何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在校学生看到精品展览，我们通过这个“数字

课堂”解决了这一问题。“天博数字课堂”选定天津市第四十二中学

作为合作试点，结合高一历史教材中《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一课，

以 2016 年度特别展览“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煌”为教学主题。通过

“天博数字课堂”这一“远程教育网络”的形式，逐步形成可复制、

可联动的数字化教育新模式。 

“天博数字课堂”采用目前技术先进的远程教育系统，利用网络

通讯为依托，采用远程实时音视频通讯拓展“天博数字课堂”的时间

和空间维度，让教师、专家授课和学生课程学习不再局限于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将博物馆实体展厅和教学课堂通过在

线视频通讯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加强中小学生课程学习的互动体验，

教师使用后台管理系统同步参与到互动之中，形成学生和教师之间的

良性趣味沟通。 

二、天津博物馆公共视频教育平台 

这个项目是我馆与南开大学传播学院共同开发的，以天津博物馆

优质文化公共资源为基础，借鉴国际流行的 MOOC（慕课）教育技术

模式，利用全媒体在线教育为技术手段，依托网络云平台，力求打造

一个国际领先的博物馆公共教育平台。这个项目主要是应用于天博基

本陈列和馆藏的推广和宣传，即将上线的有两个版本：一版是普及性

专题片链接到公共的视频网站，另一版是配合学校教材有针对性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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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馆校合作之中，力求将我馆展览及藏品宣传最大化。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博物馆公共在线教育云

平台建设，二为基于天博资源的公共课程化建设。 

1.平台建设——以云服务器技术搭建的全功能的在线教育平台。 

该平台依托云服务器搭建，支持多门课程同时在线，并可随课程

数量、用户数量的增加、访问流量的增加进行动态调整。一期平台的

前端编程采用自适应技术，电脑、手机、平板等各类终端均可访问。

平台引入了国际流行的 MOOC（慕课）教学理念与模式，面向全社会

开放，并通过精心的课程结构设计，通过短而连续的多媒体教学资源

进行引导式学习，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的普及。平台支持全媒体教

学资源的发布与使用，具有高度灵活的可定制化后台，可在后台随时

新建课程、或为已有课程添加新的内容。该平台的在线测试功能支持

用户摘录教学资源、记录学习心得，并可导出至邮箱或分享在社交媒

体中。 

2.公共课程化建设 

公共课程的开发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基于精品陈列的中小学传

统文化教育课程，二是基于“中华百年看天津”展览的近现代史教育

课程。课程建设程度为 9~12 节，每节课分为四个小段落，以每段 5-8

分钟的视频为核心，配合有声文本、图片、PPT等富媒体资源，整合

成一个紧凑短小，而深入有趣的课程。在设计理念上，首先课程开发

宜适应受众的碎片化阅读习惯，对课程内容进行科学有序地拆解。其

次，努力提升受众参与度，以知识为依托、以趣味为出发点，增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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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反馈可能，避免过分迎合受众而产生的娱乐化倾向。

再次，课程以动态短视频讲解为核心，用有声文本的听读功能进行内

容传播的强化，同时利用在线笔记与学习内容转发功能，提升受众反

馈的可能。 

此外，除了这两个基础项目外，天博还将近两年大热的“网络直

播”引入博物馆教育中。今年 3 月 5日，我馆在“天津博物馆宣教部”

微信公众平台上推出直播系列栏目《志愿者讲天博》，通过腾讯直播

平台由志愿者为观众现场讲解展厅文物，这是我馆首次尝试利用网络

直播进行宣传。随后，我们还将“穿越时光的时尚秀——汉服走秀表

演”等活动进行直播，通过这种新型的宣传推广方式，打破地域限制，

让更多的观众通过新媒体了解天博。在馆校合作工作中，目前我们已

经与天津市教委达成共识，准备通过“263 平台”同时在全市 2000

所中小学校进行直播，将博物馆教育最大程度、有效地辐射到学校。 

天津博物馆积极探索“互联网+”在馆校合作中的运用，这些尝

试的目的是希望将“馆校合作”工作可以做得更实际、更深入、更与

时俱进。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有成效地推动“馆校合作”的进程，

使博物馆教育在最大范围内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