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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 日

为深入挖掘、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
和时代价值，引导文化遗产研学的开展，深化和
提升文化遗产研学的社会影响力，3月27日，由
中华文明研学旅游联盟、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
化遗产传播中心、河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北京
森泰恒智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文化遗产研学十
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选推介活动初评会在北京
召开。

近年来，文博热、考古热和博物馆热蓬勃兴
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文博单位成为热门旅游
打卡地。文化遗产研学作为融合学习、体验和旅
游的全新模式，是文化遗产旅游的深化拓展和升
级换代，更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每一个考古遗址、每一
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大学校。从“跟着国宝去旅行”
到“跟着国宝去研学”，从文化遗产旅游推广行动
到文化遗产研学推广行动，标志着文化遗产活化
利用迈向了崭新阶段和更高境界。中国文物报社
将以推介活动为契机，与各文博单位携手，建立
更加开放、多元的文博研学合作机制，共同书写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的新篇章。

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选推
介活动于2023年10月18日在河南新郑举行的
首届文物考古研学大会上正式启动。活动依托各
级各类文博单位，包括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遗产
地、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旧址及其他文博单

位保护管理的文化遗产资源，开展研学主题案例
和研学主题线路推介，从中遴选出全国文化遗产
研学十佳案例及优秀案例、全国文化遗产研学十
佳线路及优秀线路，努力通过示范引领、典型带
路，促进文化遗产研学高质量发展。

活动启动后，各地文博单位、社会相关机构
积极响应、申报。经活动办公室审核，24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有关单位申报的94个研学活动
案例、31个研学线路，共计125个项目符合要求
进入初评，并在中国文物报社所属媒体矩阵进行
了推介宣传展示。

初评会经专家评议、实名投票，产生40个研
学活动案例和20个研学线路进入终评。

3月 27日，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选推介
活动初评会在京圆满落幕。初评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评委提前登录网络评选系统填写选票，再进行线下评审会
议，遴选出入围终评的研学案例和线路。

本次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遴选推介活动中，有 24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申报94个案例，其中申报主体为博物馆的
81家，考古研究所、文博机构7家，其他如政府、社会机构、国
企及景区申报6家。从地区分布看，东南沿海地区申报的有36
家，边疆地区申报的有10家。十佳线路推介中，有14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机构申报了 31个项目，其中申报主体为
博物馆的 23家，考古研究所、文博机构 5家，其他如政府、景
区申报 3家。从申报单位的地域看，东南沿海地区申报有 11
个项目，边疆地区申报有5个项目。

评审专家表示，在今年的“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和十
佳线路遴选推介活动”中，看到了很多新的亮点。本次申报的
研学案例和研学路线类型丰富、覆盖面广泛、代表性较强、特
色鲜明，文化遗产旅游案例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得到了重视，

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从材料的准备来看，申报单位对于申
报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申报的内容更加深入、有吸引
力。在类型方面，研学项目涵盖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地方
文化等多种文化，各具特色。在覆盖面方面，研学项目已覆盖
全国 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服务对象包括博士生、幼儿园
小朋友等各个年龄段，覆盖范围和年龄段均较为广泛。

专家认为，研学项目呈现出了“多元化”“社会化”的趋
势。“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表现在文化遗产研学的主题和形式
上。不仅有古代艺术、民间工艺等文化遗产主题，以纪念馆、展
览馆为主体的红色研学主题，还涌现了一些以自然遗产、工业
遗产等为对象的研学项目。同时，文化遗产研学活动的形式也
日益丰富，包括实地考察、动手体验、讲座研讨等多种形式，满
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社会化”体现于文化遗产研学已越来越
成为全民参与的活动。政府、社会组织也纷纷投入到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局面。通过开展各
类文化遗产研学活动，普及文化遗产知识，提高公众对文化遗
产保护的意识，进一步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文化遗产研学
十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十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选推介活动初评结果揭晓选推介活动初评结果揭晓

本报记者 王龙霄

推动多元发展与文化传承的深度实践

文化遗产研学热潮涌动
中华文明研学“古代

中国”通识系列活动
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明溯源——大象中原”研学
河南博物院

拙政问雅·夜苏博
——一场跨越五百年的时空邀约
苏州博物馆

绿水青山研学营
浙江自然博物院

“银龄陶瓷技艺坊”老年美育研
学项目
河北博物院

“盛世壁藏”研学课程
陕西历史博物馆

小小考古学家
湖北省博物馆

衣冠载道——从孔府旧藏初探
古代服饰文化主题研学
孔子博物馆

我来金沙讲堂课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

共饮一江水
——长江下游文化遗产研学活动
南京博物院

“驿路同游”南粤古驿道研学实
践课程
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

蚕乡月令——“中国蚕桑丝织技
艺”非遗传承和推广
中国丝绸博物馆

草堂留后世 诗圣著千秋
——杜甫草堂诗意研学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古阁小书生——天一阁研学营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

“晋阳荣耀”主题研学实践活动
太原市博物馆

小小国宝守护人
四川博物院

探寻“神秘的巴国”系列研学课程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汉字源流绎古今
中国文字博物馆

走进沈阳故宫 认识世界文化遗产
沈阳故宫博物院

“寻·溯”汉人足迹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发靥的宋潮——宋韵系列研学课程
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院（筹））

“重庆考古”系列研学活动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探寻工业遗产 触摸铁路红色根脉
中国铁道博物馆

“织造有戏”世界文学之都南京戏曲
文化研学项目
南京市博物总馆江宁织造博物馆

博物馆让传统技艺活起来
——厦门市博物馆社教项目
厦门市博物馆

以遗产地为课堂——青少年遗产教
育实践(中国鼓浪屿站)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

博物馆里的徽州古建筑
安徽博物院

中国宝藏·藏宝安阳
安阳殷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游于艺”中小学实物教学及推广
项目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荆楚瑰宝 趣味讲堂
荆州博物馆

大都的半径
——水系行走主题研学课程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北
京郭守敬纪念馆）

蒙童启智 诵读经典
——西安碑林博物馆研学教育项目
案例
西安碑林博物馆

南南考古学院公众教育科普项目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彩陶文物我来讲
——我是小小讲解员
青海省博物馆

古都遗产——明都南京知多少
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博物馆

“家门口的博物馆”青少年博物馆研
学项目
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

“建筑里的缅怀”雨花台建筑系列研
学课程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应时循节学非遗：“24节气”系列研学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

通江达海——运河流过我家乡
绍兴博物馆

考古博物大学堂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文化遗产研学案例入围终评名单

寻古探源——考古洛阳
洛阳汉魏隋唐都城遗址保护
中心

“何以山西”博物馆主题研学
太原市博物馆

“跟着苏博去旅行”主题系列研学
苏州博物馆

“大秦可考记”大秦主题研学线路
陕西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博
物馆）

行走三镇 悦读江城
武汉博物馆（武汉市文物交流
中心）

殷墟研学·文明寻脉之旅
安阳殷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古蜀寻踪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常州地域文明探源”研学线路
常州博物馆

信仰的力量
——青年学习社线路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长江之歌
——长江流域文化主题研学
四川博物院

“去有风的地方听历史的声音”大理
太和城遗址考古研学线路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探寻中华文明标识”研学线路
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湖寻宋”文化遗产研学游线
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

“陶醉六千年”博物馆研学线路
西安半坡博物馆

“乐享编钟”之旅
湖北省博物馆

“非遗茶香”西湖龙井老字号特色
文旅线路
中国茶叶博物馆

“雕梁画栋 刀刻之源”研学路线
东阳市博物馆（中国木雕博物馆）

追寻红色足迹 弘扬革命精神
咸宁市博物馆

解码文化遗产·走进考古的世界
江门市博物馆

“追寻红四师足迹”党史学习教育
线路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文化遗产研学线路入围终评名单

近年来，文博考古热成为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物报社

联合有关专业机构，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品牌活动，对行业发展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有关部门对文化遗产研

学给予高度重视，鼓励各类文博单位，如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单位等，积极展开研学活动，以推动

文化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

作为一种融合学习、体验和旅行的全新模式，文化遗产研学不仅是文化遗产旅游的深化拓展和升级，更

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各地博物馆纷纷响应号召，创新研学项目及形

式，激发各年龄段公众参与文化遗产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体验文化魅力。许多考古研究所也勇于创新，以更

加开放的态度面向公众，推出兼具学术性和公众性的研学项目，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基层政府及国有企业

也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研学的遴选过程中，使文化遗产研学日益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让更多群众受益。

覆盖广特色强 文化遗产研学热潮涌动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博研学项目，鼓励各地博
物馆、文物保护单位等文博单位开展研学活动，促进文化遗
产资源的活化利用。然而，在当前的文化遗产研学活动中，还
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关注和改善。

对研学概念理解不够深入、明确，影响研学质量的进一
步提升。首先，研学案例和研学线路到底是什么？在此次活动
中发现，很多博物馆申报项目时没有分清案例和线路的区别。
一些名称为“系列活动”、体量很大的案例，其实是由几个案例
组成，活动之间并没有太直接的逻辑联系，应该归为线路，而不
是研学案例。通过对评审材料的总结，专家认为博物馆在做研
学活动时需要重视案例、线路和旅游路径概念的区分。其次，研
学由谁来做？评审中一些企业的研学活动令人印象深刻，将产
品与历史文化进行了有机融合。要加强博物馆和社会机构之间
的沟通，在未来共同创造更好的活动和线路。

研学深度不足，需进一步突出教育职能。专家指出，研学
的核心在于通过具体案例来展示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和独
特魅力。目前许多研学旅行案例缺乏深入的内涵挖掘，往往
只停留在表面的介绍和展示，无法真正触动学生的心灵，激
发其探究欲望。部分研学项目过于注重形式，对文化遗产知
识的深入挖掘和传承不够，教育意义不强。需进一步加强文

化遗产研究，提高研学项目的学术性，使参与者能够更深入
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强化教育职能，设计富有启
发性和参与感的研学课程，引导参与者从不同角度认识和体
验文化遗产；加强师资培训，提高研学指导教师的业务水平，
确保研学活动的质量。

存在同质化现象，应利用自身优势创新发展。目前文化
遗产研学存在不少同质化现象，如何在同质的题材中脱颖出
来，值得文博工作者深入思考。例如，利用距离社区近的历史
建筑建立博物馆，将地区博物馆资源串起来，让老百姓真的
看得到馆；将一些体量较小、没有太多看点的博物馆利用研
学使其常变常新；提升研学活动题材选取的系列性和内容的
丰富性；在研学活动策划中注重地方历史文化和特殊时段的
城市发展史；将一些红色类、故居类遗址放到一个更广阔的
空间，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和进行学习。

市场化程度低，对各类群体需求研究不足。文化旅游产品
是旅游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需要通过市场的检验和认可，
特别是文博系统出品的品质应当精良。在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
中，应从运营的角度来思考，针对不同的群体如小众精品团、整
校制研学等设计课程。不同群体的认知水平是不同的，在设计
课程时，需要根据他们的认知水平来调整课程内容。

当前研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随着文化遗产研学项目的深入展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工作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专家们对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选推介活动
寄予厚望，希望看到全国各地更多单位参与到文化遗产研学
中来，设计出更加高质量的研学项目，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全面发展。同时，他们期待这些项目
能够在未来的研学活动中起到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地区和单
位积极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良
好氛围。

研学项目在积累更多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程序化、表
面化的困局。专家认为，接下来文博工作者应首先着眼于研
学主题精神进一步显化，深化项目内涵，真正做到研有所乐、
研有所得、研有所学。其次研学项目的体量及持续时间应作
为评选的考量标准之一。博物馆应积极同政府部门、学校单
位开展联合办学，让研学不止停留在博物馆，而是真正地走
向社会，到公众身边。好的研学应当具备好的完成度、好的精
美度、好的兴趣度、好的感受度和好的参与度五个条件。

经济同样是研学的重要组成之一。经济数据的构成是研

学项目与传统社教之间的重要差异，研学案例应是以受众市
场为导向的文博资源利用案例。在未来，文博行业应努力实
现研学从项目向品牌的转变创新，深耕博物馆研学的双效
益，推动研学产品及其相对应的需求市场的形成，并坚持社
会公益性。专家表示，要做到公益与经济两条腿走路，文博资
源研学实现更大的突破。

此外，专家还强调，研学项目的体量及持续时间应作为
评选的考量标准之一。对于参与主体丰富、动员效果好、活动
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申报项目给予高度肯定。博物馆应积
极同政府部门、学校单位开展联合办学，让研学不止停留在
博物馆，而是真正走向社会，到公众身边。

文化遗产研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
作，已经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通过文化遗产研
学十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选推介活动，我们看到了全国各地
在文化遗产研学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未来，期待更
多的机构参与到文化遗产研学中来，共同推动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全面发展。

（范懿萱 孙艺萌 孟佳仪 林雯虹 崔波 肖维波）

文化遗产研学的未来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