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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数量，只为“含金量”

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博物馆拥
有丰富的馆藏资源优势，而这些资源也是开展各类教育活动
的重要场域，也是研学实践的重要载体，可以使学生通过教育
活动、基地实习全面接触社会。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积累的经
验，提升自身专业素质与未来职业市场竞争力，也是实现理论
联系实际的必要途径。广东省博物馆一直积极支持学生参与
博物馆实践活动，开展接收高校学生实习和文化交流工作。粤
博每年接收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来馆实习，近几年
每年接收实习生 100-200人。同时接收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

“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委派的港澳实习生到馆开展工作
实习和文化交流，每年接收港澳大学生 7-10名左右。学生不
仅有机会接触实物、获得博物馆的工作体验，还获得博物馆老
师的专业指导，不同程度参与相关项目，如参与展览教育等项
目的策划与开发、参与策划寒暑假等重大节日的教育活动、中
小学馆校合作的课程策划、参与策划和编写展览宣传教育读
物、参与新媒体内容制作及平台运营工作等，实习生可以通过
实习了解展览筹备过程，与专业人员合作策划项目，粤博通过
共建馆校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实践教育基地，实现行业发展资
源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以文博行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
推动人才培养改革，为实习生快速了解文博行业、从事文博工
作奠定基础。

不为互惠，只为释放聚合效应

广东省博物馆与暨南大学发挥各自在文化传播及教育界
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资源培养文学、历史学
人才，建立“暨南大学文学、历史学科研教学基地”。双方共同
在学术引领方面发挥作用，暨南大学发挥高校优势，广东省博
物馆则突出博物馆特色，深化科研合作，加强学术融合，充分
利用博物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课程设置、专业教育、人
才培养、学术交流等诸多方面与暨南大学文学院开展切实的
深入合作，共同打造文学、历史学科专题研究成果。暨南大学
组织学生将《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带到博物馆进行实践从
游，将丰富的博物馆资源与开放的课堂实践从游结合，为师生
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环境。

广东省博物馆邀请暨南大学张丽军教授进行《文学中的
美术与美术中的文学——鲁迅的美术观及其文学艺术实践》
讲座，从美术实践活动出发，结合广州鲁迅纪念馆的鲁迅美术
作品实物展，思考美术对鲁迅文学创作、文艺理念的影响与
作用，为当代中国文艺发展提供新启示；广东省博物馆专职
党委副书记到暨南大学开讲《鲁迅与广州》《红的音乐——聂
耳、冼星海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详细讲述了鲁迅在广州的
经历和对广州进步文学的影响，为师生搭建开放性的学科交
融活动平台，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青年一代人文素养、精神品格的滋养、熏陶和教育作用，
从而实现博物馆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发挥博物馆的文化
服务功能，推动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贡
献力量。

既为互利
更求共进

广东省博物馆与高校共建的探讨和实践
王玲

博物致知，文以化成，博物馆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教育职能，这一点已为博物馆界及教育界共同认可并重

视，双方的有机结合，成为文化教育事业未来发展的大势。2021年国家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博物馆

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列“发挥教育功能”条目，鼓励博物馆“为大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提供有力支

撑，共建教育项目库”。2023年2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高校共建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博物馆与高校合作要充

分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共同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优秀人才，要联合开展研究攻关和务实合作，推动行业

创新发展。怎样联合，如何开展研究攻关，怎么真正落地务实合作，是广东省博物馆近年来一直在探讨、尝试

和实践的工作，综合近几年在这方面的经验，庶几可作引玉之砖。

广东省博物馆（下称粤博）以“平安粤博、优美粤博、学术粤博、品质粤博、创新粤博”五个粤博的发展理念，

在“品质粤博”“创新粤博”建设上，一直注重馆校共建工作，以不断创新的思维，真正提升公众教育的品质。粤

博在与中小学馆校合作中屡见佳绩，截至2023年上半年，粤博与43家中小学进行馆校合作。近年粤博着力与

高校建立馆校合作，致力于发挥双方特有优势，共同探索馆校共建模式，尝试携手优化学校教育体系、丰富教

育内容，建立稳定有效的互补关系，将教学、研究和展示资源共享，创新人才培育模式，为博物馆学、历史学、文

学、设计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个共享的平台。此前与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等共建教育实践基地，和中山大学签订了《博物馆学教学实践基地》协议、《中山大学实习基地》协议；与暨南

大学签订《文学历史学科研教学基地》协议；与广州美术学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建“省博·广美协同创

新教育实践研究基地”。2023年文旅部推行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和旅游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与中山

大学联合申报《学生实践引领计划》，2024年计划与广州美术学院联合申报《美术学和设计学实践计划》。

既有实效，更有创新

广东省博物馆对国家在博物馆领域法规及指导意见积极响应，为落实文化和旅游部高
校共建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自身文博人才和资源优势，创新“馆校合作”新机制，实行更
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馆校合作”新模式，全力打造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专业
化文博人才队伍。广东省博物馆与中山大学正式签订关于中山大学本科生课程《博物馆学实
践》的合作协议。此次合作是广东省博物馆在与中山大学2021年签订的“共建本科实习教学
基地合作”基础上再次创新教学新模式，旨在尝试一种新型且符合博物馆学“强实践性”特点
的“馆校合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利用双方各自在学术领域和专业领域的优质资源强强联
手，推进文博行业发展、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地方建设。将《博物馆学实践》课堂的本科课程移
到了博物馆，强化了学生的体验感。我国博物馆课程常采用实践和实地考察等方案，对于馆
校结合的博物馆学教学模式有待加强，很多教育与职业培养模式都仍在探索阶段。若借鉴欧
美高校相关学科培养情况，其最常见的实践教学形式即是寻求与邻近博物馆机构的密切协
作。广东省博物馆系列高校合作项目提供了以“馆校合作的实践教学”为载体的博物馆人才
培养、产教融合新模式，以求形成可供借鉴与复制的新经验与新范式。基于“博物馆学教学实
践基地”，注重育才实效，打造馆校合作典范，促进文博教育行业新发展。课程结业以进行公
众调研活动并撰写展览实践报告形式体现，通过在实践中探索这种体系，延伸其专业性和潜
在的学术价值。将高校系统的教学设计、学术性与博物馆成熟的运行与策展体制相结合。

馆校合力，打通产学研用

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能为博物馆进一步加强馆校合作，深入学术研究、策划学术展
览、设计与开发特展文化衍生产品，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将高校系统的教学设计及学术
性与博物馆成熟的运行与策展体制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实习阶段即可在真实的职业环
境中观摩、体验、合作、实践，获得一手经验与技能，提升自身专业素质与未来职业竞争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关于公布全国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名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实现“让文物活起来”的国家文化事业发展愿景，广东省博物
馆与广州美术学院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共建“省博·广
美协同创新教育实践研究基地”，依托展览资源开发文创产品，汇聚文物文化资源与创意
设计资源，促进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跨界融合。粤博与广州美术学院的“产”“学”

“研”合作，让广州美院学生在学期间获得开展真实职业环境下的专业实践技能培养。2020
年12月4日面向公众举办了“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展览馆校合
作文创设计作品展，本次文创设计活动在广东省博物馆3M层画廊展厅展出了馆校合作作
品100余件，与“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展览同期开放，这也是拓
展展览内涵与外延的创新性尝试，实现从学生角色向博物馆专业人员的高效转变。同时这
种产学研用方式，将为博物馆较为固定的职业环境注入新鲜观念与国内外前沿学术视野，
激活博物馆面向公众产出的创新性与创造力，“省博·广美协同创新教育实践研究基地”很
好地解决了产学研用问题，创新文博行业新发展。

在馆校合作的路径上行稳致远

高校共建项目是推进文博行业发展、提升教育质量、推进地方建设的一项重要探索，通
过与多所高校的合作，广东省博物馆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学术影响力，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
物馆学、历史、文学和艺术专业人才。合作项目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展望
未来，广东省博物馆将继续加强与高校的合作，深化产教融合、馆校合作，大力强化馆校合作
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岗位技术技能的能力培养，探索更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创建资源融合的博物馆教育实践一体化育人新平台
将高校系统的教学设计及学术性与博物馆成熟的运行与策展体制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

实习阶段即可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观摩、体验、合作、实践，获得一手经验与技能，提升自身专
业素质与未来职场竞争力。通过前期跟中山大学的“博物馆学教学实践基地”的合作模式为载
体的博物馆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新模式，以求形成可供借鉴与复制的新经验与新范式，以丰富的
博物馆资源、开放的课堂构筑高校实践教育新高地，促进教育和文博事业的融合发展。

通过“学生实践引领计划”形成学生实践创新中心
2023年文旅部推行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和旅游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广东

省博物馆与中山大学联合申报《学生实践引领计划》，后续将继续与暨南大学、广州美术学
院进行相关培优行动计划，继续与高校联合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或是学生实践创新中心，
创设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实践工作场景，组织学生开展结构化、系统化、周期性的实习实践
项目，深化行业认知，培养行业认同感、归属感，提高高校毕业生进入行业就业的能力和本
领，实现现场教学立体贯通，共同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优秀人才。

同时，粤博也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利用开设的“粤博越有才”博物馆人才培训项目，
邀请全国博物馆中一流专家授课，既面向全省从业者开展文博业务培训，也利用好中山大
学博物馆学教学实践基地，邀请中山大学博物馆专硕学生参加“粤博越有才”业务培训，通
过业务指导、现场实操开拓学生思路，提升综合能力。

通过“博士后工作站”打造馆校合作学术新高地
通过馆校合作共享科技创新资源，双方联合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项目以及国际

合作项目，联合攻关研发，共同撰写和发布相关合作研究成果；积极协调双方力量，组成联合
科研团队，有针对性地对文博行业亟待解决的难题和关键技术开展合作研究。2023年广东省
博物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成功，后期馆校合作将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生、博士后培养，为
高校提供文博行业相关领域实习、实践机会，逐步推出部分专家作为校外导师，联合指导、培
养研究生。通过馆校合作，共同促进文博领域的学术交流，打造馆校合作学术高地。

全面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新时代馆校合作新典范
通过深入馆校合作，逐步研发满足专业教育与文博行业真实场景双重需求的应用型教

材，出版对教学与博物馆工作兼具指导意义的优质教材。通过馆校合作产学研用，促成产出
前沿创新的展览项目与学术成果，利用粤博前期与中山大学合作的《博物馆学教学实践》课
程，进一步探索高校学生结课报告实践化路程，打造有助于博物馆学科的学术成果产出以及
博物馆实践与研究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国内具有特色的馆校合作教学实践新典范。

广东省博物馆与多所高校的合作是成功的一个范例，为博物馆事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经验。通过深入合作，广东省博物馆提高了自身学术水平，推动了区域文化发展。未
来，广东省博物馆将继续加强与高校合作，共同推动博物馆事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暨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实践从游

中山大学实践课题策展人现场讲解粤博专业技术人员给中山大学学生授课《博物馆学实践课程》

博物馆教学现场

广东省博物馆与中山大学馆校合作签约暨揭牌仪式张丽军教授在广州鲁迅纪念馆讲《鲁迅的美术馆及文艺实践》

广东省博物馆与暨南大学文学历史学教研基地签约暨揭牌仪式

广东省博物馆与广州美术学院馆校合作文创设计作品展

博物馆党委专职副书记吴武林在暨南大学讲座宣传单实习生拍摄“酒歌——中国酒文化展”宣传视频资料

实习生录制讲解展厅导赏视频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