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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霏 通讯员 黄晓晨 济宁报道

从早期的馆内讲解服务，到“文
博大课堂”走进中小学，再到各类特
色社教活动的开展，活动实现不断
创新进取。如今，济宁市博物馆以传
承和弘扬大运河文化为使命，不断
完善博物馆教育体系，带着“烟火
气”和“文化味”融入生活，赋予城市
持续发展的动力。

小讲解员上岗
收获游客好评

7月30日，走进济宁市博物
馆(文化中心馆)，映入眼帘的是
巨大的孔子立体壁画，各类仿古
建筑、文物陈列有序分布，令人
仿佛穿越时空。建筑中心螺旋式
的结构令人眼前一亮，展厅布局
精巧，各种立体仿古模型古朴逼
真。

济宁市博物馆(文化中心
馆)自正式开放以来，已成为传
承和弘扬当地文化的重要场所。
该馆位于太白湖新区济宁市文
化中心，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
师马里奥·博塔主持设计，整体
建筑由几何形叠加而成，总建筑
面积达27000余平方米，地上四
层，馆内陈列着16万件，套珍贵
藏品。

馆内陈列展览区常设7个大
型固定展览，包括以反映始祖文
化、邹鲁文化、儒家文化、水浒文
化为主线的济宁千秋展，以数字
化手段展示当代美丽济宁的具
有临场性、交互性、参与性特点
的数字济宁展。

深入展厅，稚嫩的声音传
来，一名身穿红色志愿服的孩子
正热情地引导着前来参观的游
客，为大家细致入微地讲述着每
一个文物的来历，生动地讲解着
历史典故和故事，耐心地介绍着
各类模型。“这里是李白与杜甫
相遇的场景复刻，曾经，两位伟
大的诗人在此碰撞出思想的火
花，留下了千古佳话。”志愿者讲
解员王艺洲有条不紊地引导着
游客，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游客
们听得津津有味。

讲解结束，他带领着游客又
回到了起点，圆满完成了展区内
所有内容的讲解。他的朋友胡奥
一直都跟在他身边，他们是一起
参与暑期公益讲解的初中生。胡
奥的父亲胡昱跟随两人并拍下
他们讲解的视频，“通过孩子的
朋友了解到在博物馆可以进行
讲解，认为这对孩子是一种难得
的历练，同时也非常有意义，所
以很愿意让孩子来试试。”

志愿活动火爆
社教深入人心

像这样参与到暑期小小讲
解员公益讲解活动的孩子还有
很多，他们通过一次次的讲解，
不仅提升了自身的表达能力和
知识储备，更在与游客的互动中
增强了自信心和责任感。对于家
长来说，看到孩子在社教活动中
的成长和蜕变，满是欣慰和骄
傲。

当暑假到来之时，济宁市博
物馆(文化中心馆)为孩子们精心
策划并开展了丰富的社教活动。
对于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孩子
们，工作人员通过生动有趣的科
普，深情讲述那些深受孩子们喜
爱、充满趣味的历史典故，并且组
织孩子们通过充满创意的折纸、
色彩斑斓的绘画、妙趣横生的彩
泥以及独具匠心的贴画等方式
来精彩地完成对传统文化的独
特展示。

年龄在6至12岁的孩子们则
有机会参与到“小小讲解员”的
活动当中来，然而面试的过程相
对较为严格。“我们会给招募的
志愿者一份精心准备的资料，并
给他们一周的时间去用心学会
其中的丰富内容，一周之后便会
进行严格的面试和全面的考
核。”济宁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
翟滢介绍，令人欣喜的是，孩子
们积极性极高，大部分都能够顺
利通过面试。

12至18岁的少年除了能够
担任讲解员这一重要角色之外，
还可以积极参加暑期科普社教
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学习各种传
统文化知识，现场教学现场制
作，通过亲自动手的实践操作来
深入了解文物。“7月份报名的孩
子有将近30人，我们已经在招募
8月份的志愿者。”翟滢说，目前
报名情况十分火爆，我们此次活
动志愿者的上限为50人，截至目
前已经报名45人。

如今这种令人欣喜的好局
面，源于济宁市博物馆十年如一
日的坚持，通过持续不断开展的
社教活动，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已

深深沁入广大青少年的心田。

十年社教道路
创新成果丰硕

“在2013年，济宁市博物馆
就已经展开了社教工作。”翟滢
回忆说，“早期是在博物馆内提
供讲解服务，但是济宁是运河之
都，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不能仅仅局限于馆内，更应该走
出去，才能真正做到活化利用。”
于是，在2013年，济宁市博物馆
开展“文博大课堂”，通过生动有
趣的讲课方式，把博物馆送进了
中小学之中。博物馆的讲解员摇
身一变成为社教老师，在学校里
为孩子们深入讲解济宁文化、运
河文化，这种新颖的方式深受学
生们的喜爱。

2015年，济宁市博物馆联合
特殊教育学校，以关注特殊儿童
为初衷，开展了“同在阳光下”主
题社教活动。“我们通过讲解员们
简单的手语交流，为听障儿童讲
解，在展区为视障儿童制作盲文
阅读板，让他们触摸文物复制品
以便于了解，编撰省内首套博物
馆盲文教材。”翟滢说，通过这一
系列贴心的举措，此项社教活动
在2017年被评为山东省第二届全
省博物馆十佳社会教育案例。

2017年，济宁市博物馆精心
开展了“石说鲁礼”系列活动。该
活动通过珍贵的汉碑、汉画像石
的拓片，深度且细致地还原了古
代礼制，巧妙地搭配汉服，让孩
子们得以沉浸式体验鲁礼文化。
其中包括拜谒礼、飨燕礼、养老
礼等丰富多样的礼仪形式。不仅
如此，这一精彩活动还受到诚挚
邀请前往新疆，并在2019年被评
为山东省第三届全省博物馆十
佳社会教育案例。

2019年，“相遇”系列活动重
磅推出。这一系列活动以馆内丰
富的馆藏文物为重要载体，以发
生在济宁市的历史人物、动人心
弦的事迹、令人难忘的场景为关
键切入点，通过5期系列活动进
行展现。

《儒道相遇·孔子见老子》，
让孩子们通过了解伟大思想家

之间的交流与思想碰撞，逐步建
立起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的卓越
能力；《策马挽弓，诗酒年华·诗
仙与诗圣相遇》，使孩子们深切
感受中国古诗词的魅力；《片言
之赐，皆事师也·教与学相遇》，
积极传承了中华传统美德，倡导
尊师重道，鼓励孩子们潜心学
问；《城河一体，人水相依·大运
河和济宁城相遇》，引领孩子们
了解运河文化和济宁地方史，帮
助他们建立生态保护意识；《让
文物活起来·传统与现代相遇》，
传承先祖的智慧之火，为后世开
创全新的先河。此项系列活动在
2021年荣获山东省第四届全省
博物馆十佳社会教育案例。

2021年，“‘我家就在岸上
住——— 大运河的故事’系列活
动——— 流动博物馆‘中国运河
之都·济宁”走进社区，开展济
宁运河文化的宣讲普及活动；

“‘我家就在岸上住--大运河的
故事’系列活动——— 你好，运
河”走进小学，向孩子们热情地
宣讲普及济宁的运河文化；学
生们走进济宁市博物馆，专注
聆听“‘我家就在岸上住--大运
河的故事’系列活动———‘中国
运河之都·济宁’”的动人故事。
此项系列活动在2023年荣获山
东省第五届全省博物馆十佳社
会教育案例。

2024年3月，济宁市博物馆
受邀前往任城实验小学，以第
三方的身份入驻，为孩子们倾
心提供社教服务，结合课本知
识精心开展特色社教课程，该
课程持续开展至6月底，累计上
课45节。

“目前，博物馆同时开展了
新栏目‘品茗文古’，涵盖古人
九大雅事：焚香、品茗、听雨、赏
雪、候月、酌酒、莳花、寻幽、抚
琴。”翟滢表示，下一步，济宁市
博物馆将继续深入推进大运河
文化的活化利用。以运河古建
筑为依托，精心打造“运河记忆
游”，让孩子们在古色古香的建
筑中领略历史的韵味。同时，积
极开展船游运河社教活动，让
孩子们沉浸式感受运河的灵动
与壮美。

“对话千年运河?重拾运河记忆”主题社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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