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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文旅文物〔2024〕5 号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文物局关于开展博物馆“大思政课”

优质资源推广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教育局、文物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

会事业局，各省（部、厅）属高校，省属中职、中小学：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

发挥博物馆这所“大学校”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重要作用，切

实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走深走实，提升育人效果，拟开展博

物馆“大思政课”优质资源推广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推动博物馆资源利用

（一）创造实践条件。各地文物部门要指导所辖博物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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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软硬件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大教育资源开发，优化活动方

案设计，将博物馆场地、展览、社教活动、师资、多媒体等资

源免费对师生开放，为学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有力保障；各

级博物馆要认真梳理教育资源，依托展览和社教活动形成博物

馆教育资源清单并向各大中小学主动公开，及时更新展览和实

践教学内容、联系人及参加实践教学的方式等信息，不断增强

实践教学效果。

（二）创优课程内容。各级博物馆要深入挖掘馆藏文物的

时代价值和思想内涵,结合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要节日以及

学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主题,开展现场教学,通过故事

化表达、场景化呈现,打造“博物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

课”,切实增强不同学段学生的体验式、情境式教学效果。要结

合文博专业特点和本土特色文化，从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与教

学实施等方面对文史、文博知识进行精心设计，将思政元素融

入教学，精心打造一批包括八闽文化、海丝文化、闽台民俗、

红色文化、华侨文化、本土文化等内容的“文博思政课”课程

体系，鼓励将精品文博思政课带进校园，推动本土文史文博资

源向教育教学资源有效转换。各地教育部门和大中小学要鼓励

学校思政教师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教育资源，根据学校办

学特点、特色文化、教学规律等科学合理地进行课程设计，将

博物馆资源有效地融入思政课堂，建立校内与校外协同育人的

教学方式。

（三）创新教学方式。各地文物部门要总结推广福州、泉

州、厦门、龙岩等地区博物馆进校园等工作经验，指导所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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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综合运用专题讲座、研学实践、现场教学等方式，常态化

组织开展博物馆展示教育活动，支持武平县开展博物馆“大思

政课”优质资源推广试点建设。鼓励各地教育部门和大中小学

要鼓励学校组织学生走进博物馆，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模式，引

导学生利用博物馆资源创造性开展活动、辅助学习，不断探索

完备“博物馆+”教学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博物馆将文博知识有

机融入思政课教学,推出一批代表性课件、讲义、小视频、短音

频、微电影、动漫,以及依托新媒体平台推出的优秀云展览、云

直播、小程序、AR/VR 互动体验、虚拟仿真课堂等。

二、建立协同工作机制

（一）搭建合作平台。各地文旅、教育、文物部门要统筹

本地资源，指导学校、博物馆主动加强对接联系，坚持就近原

则，鼓励大中小学与博物馆结对共建，开展实践教学，开发优

质教学资源。各级博物馆在做好展示教育的过程中，要做好与

学校的沟通，加强博物馆教育人员与学校教师的交流合作，及

时了解学校和学生的教育需求，建立学生活动体验、学习效果

评估、服务满意度评价等跟踪反馈机制，不断优化展示教育项

目。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小学可对照《国有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资

源表》（可在福建省文物局官方网站下载），选择合适的博物

馆对接联系，共同构建常态化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工作机制。

（二）共建师资队伍。各地文旅、文物部门要为热心思政

课建设的博物馆专家学者、金牌讲解员等人员提供政策保障，

指导博物馆探索建立校内与校外协同育人的教学方式，主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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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共建学校，为思政课教师提供沉浸式培训研习、联合科研平

台,支持教师参与主题展览和主题宣教活动。各地教育部门和各

高校要建立健全思政课特聘教授、兼职教师制度,邀请符合条件

的博物馆专家学者、金牌讲解员担任思政课兼职教师,常态化走

进校园参与思政课教学，通过宣讲、展览、座谈、报告会等多

种形式开展“大思政课”实践教学。

（三）开展特色活动。2024-2026 年开展“百馆进校”活动，

全省百家国有博物馆与大中小学校联动，面向学生开展“大思

政课”展示教育活动。国家一级博物馆、各省级博物馆原则上

与 5 家以上学校共建，每年开展 8 次以上面向学生群体的展示

教育活动；国家二级博物馆、各地市级博物馆原则上与 3 家以

上学校共建，每年开展 5 次以上面向学生群体的展示教育活动；

国家三级博物馆、各区县级博物馆原则上与 2 家以上学校共建，

每年开展 3 次以上面向学生群体的展示教育活动。

三、加强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文旅、教育、文物部门要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做好利

用博物馆资源推进“大思政课”工作。要主动强化区域、部门、

馆校间的协调联动和资源交互共享。要对各类博物馆教育活动

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严格把关，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确保活动教

育性和公益性。

（二）加强条件保障。各地文旅、文物部门要加强经费、

人员、物资等方面保障，支持利用博物馆资源推进“大思政课”

教育课程研发设计、教学活动组织实施、师资培训、教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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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设施设备提升改造。要鼓励博物馆围绕学生教育特点，设置

适合学生学习的场馆教室、活动空间和实践基地，配备必要的

教育设备、学习资源和专业人员，在设计实施陈列、展览项目

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教育需求，在进行藏品数字化、智慧博物

馆建设中，要兼顾青少年教育功能。各级博物馆不得开展以盈

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收。

（三）加强指导评价。各地教育部门和大中小学校要积极

指导学校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大思政课”教学工作。各地文

物部门要积极推进馆校合作，做好工作落实，及时报告博物馆

该项工作开展情况；加强对将该项工作开展情况的结果运用，

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将与评估定级、运行评估、项目申报、年度

免费开放补助资金等挂钩。各地文旅、教育、文物部门要加强

协作，共同探索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大思政课”工作的有效

途径和创新模式，加强经验总结，宣传推介优秀案例，营造良

好环境和氛围。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文物局

2024 年 10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