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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资源

孔子博物馆位于孔子的诞生地山东曲阜，这里被誉为“东方圣城”，是国务院公
布的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儒家文化的
发源地，是神农故都、少昊之墟、周汉鲁都。清晰灿烂的历史文化脉络、丰富的物质文
化遗存及古史传说有力诠释了孔子思想缘何诞生于此，成为儒家文化资源重要的集
中汇聚之地。这里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达11处，曲阜孔庙、孔林、孔府作为孔
子及其家族的重要历史遗存，与祭孔大典、碑刻拓印、孔府菜烹饪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其特有的纪念意义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而享誉中外；曲阜鲁国故城是2013年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集中呈现了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面
貌，也是“十四五”期间山东省唯一列入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程”的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项目，其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不言而喻。

孔子博物馆作为“三孔”世界文化遗产的延伸，北距孔庙四公里，是为了纪念孔
子、传承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建设的重要文化设施，拥有
各类馆藏文物达70万件。藏品主要源于孔府旧藏和曲阜鲁国故城出土文物，特色文
物包括孔府档案、传世明代服饰、古籍图书、祭孔礼乐器等。依托丰富的馆藏和本地
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策划制作了基本陈列“大哉孔子”、专题陈列“孔府旧藏文物精
品展”以及“《论语》主题展”等一系列特色精品展览，为社会教育活动及研学课程的
开发、创建儒家文化主题社教品牌提供了坚实保障。博物馆成为新时代孔子文化的
集大成普及传播之所、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实践基地。

基于探索实践过程中的工作经验和市场需求，博物馆积极发挥阐释孔子思想的
平台功能，展示传承千年的孔府旧藏文物，系统传播形而上的孔子思想文化。深挖文
物和展览背后的故事，精炼出孔子密码、衣冠载道、溯源曲阜、食礼和德四个主题，开
发了一套系统化标准化的研学课程。以孔子博物馆为基地，线上线下全方位整合各
平台教育资源，以多种形式服务全国乃至世界的校内外观众。

主题凝炼

课程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关
于利用文化和旅游资源、文物资源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的通知》中要求的文教合作
为指导，参照“观察访问、探究体验、动手实践”三大研学标准，立足“三孔”、鲁国故
城、西夏侯遗址等文化遗产，围绕孔子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和特色藏品资源，结合《论
语》《孔子家语》《史记》等经典，以展厅、公共空间、功能教室及馆内菜园、果园和牡丹
园劳动实践基地等为课堂，围绕四个主题精心研发核心内容与产品。

“孔子密码”侧重讲解展厅展示的鲁国故城物质文化遗存。青铜材质的“侯母”
壶，金、银、铜铁等材质的带钩，水晶串饰、蜻蜓眼料珠等精美墓葬文物，以及两周时
期鲁国城址布局和车马坑的复原展示，传达孔子时代“周礼在鲁”的社会生活面貌。
同时深入解读孔子圣迹图、孔子画像及以文献记载的孔子事迹创作的场景雕塑和油
画作品等背后的故事，将孔子一生行迹和思想成果与当下生活相勾连。带领研学者
走近孔子，聆听先师教诲，收获人生启迪。

“衣冠载道”依托本馆传世明代服饰的专题展示“齐明盛服——衍圣公明代服饰
文化展”内容，诠释因衍圣公的特殊地位而保留至今的明代孔府服饰所承载的礼制
内涵。按照礼仪制度，孔府服饰有朝服、祭服、吉服、忠静冠服、公服、常服、便服、素服
等不同分类，这些服饰因穿着场合的不同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与礼仪内涵。通过场
景还原再现服装的色彩、制式、纹样、织造工艺等，引导研学者在了解中国古代的服
饰文化、欣赏服饰之美的同时，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文化自信。

“食礼和德”则从展厅的餐具展开，由孔府档案记载的年节菜单、物料配备到日
常生活中所用盘、碗、碟，再到全套 404件的银锡合金餐具，追溯至《论语》中体现孔
子关于饮食文化的论述。以孔府点心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课程将其独有的文
化内涵与传统节日、四季时令、吉祥纹饰等要素的联系融入制作技艺体验过程中，使
研学者感受“天下第一家”孔府的传统饮食文化。

“溯源曲阜”以考古学角度梳理曲阜地区史前遗址分布，通过出土的石器、玉器、
陶器等文物重点展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及至商周时期青铜器
型和纹样的变化。并从古史传说讲述曲阜的始祖文化，包括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
及构成孔子思想重要源泉的尧、舜、禹等先贤圣王的故事，阐释孔子何以“郁郁乎文
哉，吾从周”。再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的鲁国文化，呈现曲阜“鲁国故都、东方
圣城”的深厚文化底蕴。

原创手作

为配合各个主题的深度解读，博物馆提取馆藏特色元素，原创开发了手工文创
产品，形式新颖，寓教于乐。

“孔子密码”圣迹图胶片投影仪。根据馆藏高人气文物展品《孔子圣迹图》定制开发。
精选有代表性的关键时间节点的历史事件，依据原版画面采用高清胶片冲印技术定制
适配胶片，开发可以让青少年利用初中物理光学相关知识动手制作的微型变焦投影仪。
这种让青少年亲手制作投影仪并收集文物胶片档案进行投影、解读画面内容的研学形
式，融科学原理与文化、历史教学为一体，既激发观展兴趣，又锻炼了动手实践能力。

“衣冠载道”孔府旧藏明制汉服研学手作。以孔府旧藏蓝地妆花纱蟒衣和暗绿地织
金纱云肩通袖翔凤纹女短衫为标本，邀请专业服装设计师对服装形制、纹样、色彩等进
行扫描复刻，按照汉服制作工艺还原制作步骤。通过现代服饰纺织业中高科技生产技
术（扫描、印染、激光剪裁）与传统明制汉服艺术特色、工艺流程的结合，让学生在体验
中华传统文化技艺的同时，感受现代先进技术的运用，实现传统与创新的融合。此款手
作产品有两种不同难度，方便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根据兴趣及动手能力进行操作。

“食礼和德”孔府点心制作体验。将动手体验环节与劳动实践教育结合，联合孔府
点心制作技艺传承人，提取文物特色纹饰或器型，结合中华传统节日和时令节气，沿用
留传千百年的古方，使用上好的食材原料，坚持制作工艺繁复的传统技法。参与者在掌
握孔府点心制作基本技艺的同时，提升观察审美、协调合作、动手实践的能力。

“溯源曲阜”文物DIY创意灯。以鲁国故城出土的明星文物之纹饰作为雕刻（或
绘制）的图案来源，搭配亚克力水晶雕版、LED灯组、雕刻刀或彩笔等组成材料包。使
用者可参照“侯母”铭夔纹螭耳铜壶、镶金银质猿形带钩、圆雕黄玉马等文物的纹样
将材料自由组合。文物元素和现代科技、创意美术相结合，形成独一无二的动手实践
型文创作品，点亮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灯，也让千年文化在现代科技与使用者
创意的赋能下全新闪耀。

——孔子博物馆主题研学课程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孔子博物馆的媛媛老师。今天，我要带大家开启

一段奇妙的探秘寻宝之旅。屏幕前的你们将化身为少年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

跟随我走进孔子博物馆，一起追寻历史的足迹，探索孔子的智慧密码，领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无穷宝藏。记得睁大眼睛，留神观察哦……”2022年5月31日，在山东

教育电视台的支持下，“孔子密码”云端研学正式上线，为孔子博物馆“孔子课堂示范

基地”近两万学生带来了“孔子密码”主题研学第一课。

此研学系列课程立足博物馆“新杏坛”的定位，依托展览，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关

于文化、教育和旅行“立德树人”的要求，通过对馆藏特色文物和展览实物实景等进

行多学科交叉阐释，以问题探究为出发点，结合原创手作材料包的体验实践，积发广

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对孔子文化的了解和热爱。为树立文化自信、增强国人的

骨气和底气贡献文化力量，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

多元实践

经过系统的课程研发形成的核心产品，主要包括主
题探究学习册页、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合作出版的《孔子
密码研学读本》、动手实践材料包等学习辅助材料。

孔子博物馆基地的研学服务。针对来自国内外的
研习者，充分利用博物馆展厅、公共服务空间等场域，
引导大家通过展厅探究、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动手实
践等系列环节的参与，完成研学目标。同时将展览陈
列、馆藏优势和学校课堂教学结合，架设与学校资源
共享、文化沟通的桥梁。根据不同学校、不同学段的教
育特点，将“孔子密码”系列研学课程与义务教育阶段
国家课程标准相融合，衔接语文、美术、历史、自然、品
德与生活等学校课程，将同学们平时只能在书本上看
到的内容带到他们面前。根据不同年龄特点，拓展了
敬师礼、开笔礼、儒学知识讲座、传统文化体验等趣味
性和互动性强的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博物馆服务本
地中小学的社会功能。

策划配套社教展全国巡展。博物馆做好在地服务
的同时，创新展教融合新模式，策划“孔子密码研学主
题探索展”巡展，进行直观可视化呈现，让学子们多场
景、多感官体悟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2022年首
站落地福建泉州，展览通过孔子的一生、孔子的思想、

《论语》的故事三个部分带领观众走近孔子，对话先
师，探索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留下的智慧密
码。开展当天，大批青少年来到展览现场观展，亲自制
作圣迹图投影仪和微缩明制服装，体验孔子博物馆为
倡导新时代尊师重道之风而特别推出的“敬师礼”。展
览将陆续巡展至香港、天津，后续会在全国范围内，尤
其是研学课程主要客源地、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继续
巡展。

深化互联网+，开设“云课堂”。为了让更多青少年
“创新性”地参与研学活动，孔子博物馆上线了云端
“孔子密码”，基于优质内容，丰富服务形式。在全国选
取重点城市的知名学校共建“孔子课堂示范基地”，利
用新一代数字技术，为合作学校提供定制研学录播或
直播课程，让青少年透过屏幕走进博物馆，感受传统
文化之美，感受科技与文化相融的强大力量。“孔子课
堂”前期已落地香港、上海、成都、泉州等地，以“孔子
密码”为核心课程展开服务。同时根据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学段的学生身心特点有针对性地开设定制课程，
精准服务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促进其均衡发展。比如
2022年 3月，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第二民
族完全小学定制开发“孔子密码”之“孔子的故事”系
列国学课程，以腾讯课堂的方式每月定期为孩子们远
程授课，将儒家文化的种子播撒到黄河源头。

成效初显

“孔子密码”研学课程自2021年策划实施以来，与
学校、电视台等单位跨界合作，营造了丰富多样的研
学场景：大批中小学生来到博物馆现场，参观展厅、开
展团组讨论和动手实践；课程被曲阜当地众多中小学
校引入校园；以线上云课堂“孔子密码”为核心课程，
服务“孔子课堂”落户学生超五万人；“孔子密码主题
研学探索展”每到一处即掀起当地中小学生学习《论
语》和孔子文化的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密码主题研学探索展天津站
举办时，为让当地更多低年龄段孩子参与其中，特别设
计了低幼版的研学主题寻宝活动，“寻宝手册”标注了汉
语拼音，活动形式以听导师讲孔子趣味故事为主线，找
寻宝藏线索，最终完成寻宝任务，把自带种子的门票带
回家，种下一颗文化与智慧的种子，一起静待花开。

新颖的形式和优质的内容引发了各地文化、教
育、旅游行业的广泛关注。“‘孔子密码’主题研学能够
促进我们学校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的教学，来增强我
们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来讲好孔子的故事，
讲好中国的故事。”福建泉州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
校长王贵斌对云端研学课程给出如此评价。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和实践，研学课程形成了以孔
子博物馆为基地，以标准化内容为核心的辐射传播。
包括展厅探究与手动实践的实地研学，网络卫视直
播、本馆自媒体专题录播等云端课堂，“孔子密码主题
研学探索展”各地巡展等线下线上多渠道、多媒体融
合的服务形式。实现“基地内容输出+研学主题线下巡
展+云课堂+孔子课堂示范基地个性定制”的矩阵式服
务，社会反响热烈。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面对国家和全社

会对于博物馆充分发挥教育服务功能的高质量需

求，如何更充分地活化利用博物馆资源，让人民体

验到更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当今博物馆教育

工作者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日常的讲解服务过程

中，在不断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实

践中，孔子博物馆利用阵地资源，加强跨界合作，创

新博物馆研学模式，探索出“孔子密码”主题研学课

程的高效传播路径。

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的号召与指引下，孔子博物馆勇担使命，开发创

新更多优质社会教育产品，有效服务中小学社会实

践，丰富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让博物馆

成为突破圈层的文化营养活水，让更多的人走近孔

子，让孔子文化走得更久、更远。

（杨孝瑜 刘玥）

香港崇正中学云端研学 “衣冠载道”原创手作

“孔子密码主题研学探索展”泉州站

青海杂多藏族学生远程研学 “衣冠载道”手作体验

展览现场“礼拜先师”（泉州站） 孔府点心制作体验

博物馆展厅现场研学 博物馆展厅现场研学

““孔子密码主题研学探索展孔子密码主题研学探索展””天津站天津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