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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星囊计划，是为改善欠发达地区儿童阅读资源而设立的公益项目。通过向孩子派发装有优秀儿童读物

及阅读辅助用品的阅读锦囊，结合阅读交换活动，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

为了让小规模村小的儿童能有机会获得优质的阅读资源，激发其阅读兴趣，2022 年星囊计划将继续主

要面向 300 人以下的小规模村小开放申请。持续优化星囊为阅读入门级产品，通过提供阅读资源提高乡村

儿童自主阅读机会，参与星囊图书阅读交换活动，逐步培养阅读兴趣和习惯。

（二） 项目大事记

日期 项目活动内容

2022 年 1 月 项目会讨论项目策划及时间安排，明确年度重点规划

2022 年 3 月/9 月

星囊分级物资和书单/指引文件/配套文件迭代更新

发布活动推文及活动通知，开放星囊申请

项目组审核公益伙伴/联盟学校星囊计划申请表

项目评审小组评审，确定合作方（含公益伙伴及联盟学校）

2022 年 4 月/10 月
公示本年度星囊计划合作名单，与公益伙伴签订合作协议

为合作方提供项目筹资传播、执行、阅读基础等相关培训

2022 年 4-5 月/10-11 月
根据本年度星囊合作名单与供应商沟通采购星囊数量及寄送信息

供应商组装及配送星囊物资，项目组指引合作方进行星囊验收反馈

2022 年 4-6 月/9-12 月 项目校开展星囊派发活动，持续开展阅读交换活动

2022 年 7 月/12 月
跟进合作方线上及线下反馈，整理项目资料

对合作方开展实地、电话及微信社群回访，了解执行成效

2023 年 1 月 召开项目会，进行项目年度复盘总结

（三）项目产出和成果（数据数表+活动图片+文字介绍）

1.参与情况

本年度星囊计划延续“行业合作+阅读联盟”的模式，除满天星公益的阅读联盟外，与 21 个公益机构

合作，共覆盖 1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安徽省、甘肃省、广西省、广东省、河南省、湖北省、吉林省、江

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东省、山西省、天津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合计 144 所

乡村小学，22572 名学生。（其中新洲区阅读联盟 15 所项目学校已完成星囊物资签收及储备工作，因疫情

线上教学延期到 2023 年春学期派发。）

2022 年满天星公益星囊计划合作伙伴名单

1 巴州红十字生活乐语志愿服务队 12 上海沃岭公益助学服务中心

2 宾阳县乐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3 天津市滨海新区合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 长春市广益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14 芜湖市千帆助学公益中心

4 兰考县洪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5 吴忠市至善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

5 兰考县启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6 武定县正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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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兰考县心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7 浠水县志愿者协会

7 兰考县正心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18 新余市绿水青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 平凉市崆峒区济盟社工发展中心 19 阳新县暖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9 平陆县小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 云梦县梦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 蕲春县和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1 云南思益爱教育支持中心

11 青海省儿童福利协会

*排名不分先后，按机构名称拼音排序

阅读联盟 连平县 仁化县 揭东区龙尾镇 新洲区

参与学校 3 1 4 15

参与人数 332 81 763 2160

左图-联动线上线下，开展星囊派发活动 右图-学生在一起阅读星囊图书

2.迭代更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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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囊阅读包物资配置延续 2021 年标准，按照根据学龄儿童不同阶段的发展特性和需求，在图书、手工

套装、阅读宝藏手册方面按年级配置不同物资，优化了部分物资的年级适用度。迭代了星囊背包可调节背

带，以方便不同身高的儿童使用。结合不同阶段学龄儿童阅读需求及各地区学情的反馈，项目依据配书理

念进一步细化了星囊配书标准，以适合不同年级学生阅读，提高学生阅读兴趣。

另外，项目优化了星囊认知课程，迭代为基础版和进阶版两个版本。基础版适合首次领取星囊包的学

生使用，主要介绍星囊包物资组成及使用方法；进阶版适合再次领取星囊包的学生，增强学生阅读交换意

识及对图书结构的认识。星囊认知课程进一步增加互动性及趣味性，通过教师适时暂停播放，引导学生思

考并讨论，形成积极互动的课程模式。

阅读交换活动根据不同教师对于时长及活动形式的需求，提供了多种阅读交换方案，促使学校及教师

更便捷及有效开展阅读交换活动，形成校园书香阅读氛围。

左图-学生展示自己的阅读存折记录 右图-学生在班级推荐自己的星囊图书



2021 年星囊计划总结报告

（四） 项目经验（优势+不足）

1. 项目亮点

1.1 合作覆盖地区人数扩大，首次支持新疆少数民族地区

星囊计划本年度进一步拓展招募渠道，获得更多公益机构的关注和申请，最终确定了 21 间公益机构为

年度合作伙伴，推动星囊计划累计覆盖到 22 个省级行政区，其中新增了新疆、吉林、山西、天津四个地区，

使更多乡村学校儿童获得优质阅读资源。

由于全国各地区教育水平差异大，部分地区缺乏学前教育，为使受益儿童获得适龄的优秀图书，项目

组及书目研发人员对星囊图书的适用度及接纳度进行了更多研究，在总书单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入门级书单，

以适应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需求。

1.2 行业合作探索持续深化，加强合作伙伴支持

基于行业合作经验及合作机构反馈，项目组持续深化行业合作，探索梯级性的合作模式(入门/基础/进

阶/高阶)，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激励合作伙伴深度参与。

同时，为了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共同关注乡村儿童阅读社会问题，让更多孩子从中受益，并通过产品和

筹款赋能，携手合作伙伴共同成长，项目组邀请具有丰富筹资经验的满天星公益首席执行官提供筹资传播

培训。结合伙伴需求与期待，培训中分享了对于不同筹款目标人群的筹资经验，并在培训后结合腾讯公益

配捐活动，组织合作伙伴联合劝募。

为了更好地支持行业合作的星囊项目学校持续推动阅读，项目组邀请满天星公益教师发展项目的项目

经理开展阅读基础培训，各合作机构定向邀请学校的积极教师及部分负责同事参与。培训后项目组分享了

阅读活动参考资料，并通过社群持续关注和鼓励教师开展阅读活动实践。

1.3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及时沟通调整方案

2022 年由于疫情影响，多地防控政策升级，不少项目学校改为线上教学或限制外来人员入校，对项目

在各地的落地执行造成了很大冲击。项目组密切关注各合作伙伴当地的实际情况，保持持续沟通，协调可

行的替代方案，如通过延长执行周期、培训学校教师落地开展、远程授课等方式，以推动合作伙伴完成项

目关键环节，保障项目成效。

根据合作方反馈，尽管疫情导致项目执行需要不少变动，通过多方努力及积极协调，仍能保障项目成

效。学生方面：课余生活由“玩”转“阅”，增加了课外知识；配套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及分享，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学校方面：体验持续性阅读项目，推动了学校固定阅读时间制定，营造全校阅读氛围；部分

学校能参考项目经验进一步规划或优化校本阅读计划。合作伙伴方面：撬动了合作机构对阅读活动关注度，

可与核心项目融合开展，打造机构资源链接及专业活动的服务品牌。

1.4 持续提升项目标准化，迭代招募标准体系

项目组根据去年合作方反馈及平台区块链要求，迭代项目相关配套文件，包括更细化全面的指引手册、

分级的认知课互动视频、项目传播工具包等。方便合作伙伴快速了解项目，开展筹款、宣传、执行、反馈

工作。面对疫情相关方难以参与实地派发的特殊情况，项目组更新了远程线上派发活动的方案，借助腾讯

会议及直播设备突破地域限制，以适应外部环境挑战。

另外，为了更精准招募和识别优质伙伴，保障项目成效，项目组根据回访所得进行伙伴画像，整理年

度合作伙伴不同类型的项目经验、资源、团队等多维度情况分布，梳理优质伙伴的特性和共性，迭代 23 年

招募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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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联合当地部门开展星囊派发活动 右图-开展阅读表彰活动

2. 项目建议

2.1 维系良好合作关系，增加社群交流

根据合作方反馈，合作伙伴都认可项目培训全面，能细致介绍重点注意事宜，也分享了过往合作伙伴

的优秀案例；肯定了指引手册详细清晰，配套文件齐全标准，便于首次执行的伙伴落实；另外，合作伙伴

期待有机会与其他执行机构更多交流，了解更多良好经验。因此，项目组将加强合作伙伴社群运营，运用

线上会议邀请优秀伙伴进行经验分享，鼓励伙伴间交流互动，针对普遍存在的困难共创解决方案。项目组

也将在重点工作环节时提供示范案例进行参考，更多支持初次合作的伙伴熟悉项目。

另外，项目组将迭代评估工作，细化评估体系，在评估本年度合作成效的基础上，评选年度优秀合作

伙伴进行激励，肯定优秀合作伙伴的付出，也鼓励更多合作伙伴参照评估维度精益求精，不断进步，进一

步维系良好及持续的合作关系。

2.2 调整项目周期及环节，设置分级指引

根据原定项目规划，行业合作部分的执行周期为 4 月-6 月，7 月为项目回访和阶段性总结阶段。但受

疫情影响，部分机构派发时间大幅度延期，其中有部分机构需对接较多项目学校，导致项目执行时间会更

紧张。尽管相关机构通过投入更多人力资源及安排紧凑时间完成，但不利于项目有序规划及持续开展。为

让合作伙伴可以获得更充足的执行时间，进行更有序及持续的阅读交换安排，降低突发事件对项目执行时

间的影响，加强项目执行灵活度。项目组重新梳理执行周期，提前进行招募及合作签署，推动星囊物资尽

早到达项目点以便于安排后续工作，并适当延迟反馈时间，确保项目学校有足够时间推动阅读。

另外，原指引手册面向对象为合作伙伴，主要是支持合作伙伴熟悉项目整体流程，再由合作伙伴指导

学校及具体执行人员协助或落实。为便于合作伙伴与学校沟通具体工作，项目组将迭代分级指引，针对学

校及一线执行人员提供简化版指引，加强相关方对项目的熟知度，提升对接效率。

2.3 通过数字化转型支持伙伴管理及规模化拓展

由于项目持续探索规模化，越来越多的公益伙伴需要对接，在标准化项目流程的基础上，各地情况仍

存在不少差异，导致项目组沟通成本剧增，可直接对接的合作伙伴规模容易遇到天花板。项目组期待提高

工作效率，更便捷地进行项目及伙伴管理。

项目组将探索星囊计划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运用合适的数字化工具降低跟进压力，同时更方便整合

和呈现信息数据，为项目未来规模化拓展，支持更多乡村学校及乡村儿童获得阅读资源做准备。项目组将

进一步梳理统筹方、执行方、捐赠方等多方主体面临的数字化需求与挑战，明确项目数字化发展规划。借

助市面上成熟的数字化工具或定制项目系统，以支撑项目数字化运营，提高项目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