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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相比，我觉得这个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角色

的转变，我们从大学生或爱心志愿者变成了公益

的倡导者和引领者，真正投入到了公益当中。同时，我们要结

合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为公益机构服务，帮助他们产出优质的

传播内容，吸引更多人关注，最终完成捐赠转化。”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胡元楚是北京大学广告学

专业大三学生，今年 3 月，她和
同学参与了由北大新闻与传播

学院发起、字节跳动公益支持的

创意传播管理教育创新项目。三

个月时间，他们共制作了 63 条
公益素材，助力微笑明天慈善基

金会“一个微笑守护计划”筹款

近 35 万元善款，帮助 44 名唇腭
裂儿童获得手术机会。

这是青年群体助力公益数

字化传播的一个缩影。在数字技

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做好公

益传播是机构和平台面临的共

同考验。自 2021年起，字节跳动
公益开始与北大一起探索将“社

会公益议题”与“数字营销实战

课”融合的课程，为高校学生创

造接触社会公益实践的场景与

机会，鼓励他们通过数字营销工

具及自身专业专长，助力公益数

字化传播。

如今，这一模式的影响范围

已从北京大学扩展到中国人民

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更多高

校，成为青年力量助力公益传播

及校企协同育人的成熟案例。那

么，在该模式下，高校学生是如

何参与公益传播的？校企社等各

方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从大学校园到公益一线

据悉，参与此次公益传播项

目的，共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等 6 所高校的 223 名学
生。项目筹备前期，来自高校的教

师、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及相关公

益机构负责人等经过沟通协商，

确定了唇腭裂救助、助老、乡村儿

童足球发展三大公益议题。

今年 3月 15日，项目正式启
动，来自上述高校的这些学生被

分成了 22个小组。在 2025春季
学期，同学们在完成相关理论课

程学习的同时，需在公益机构负

责人及字节跳动员工志愿者的协

助下，围绕上述三大议题，开展为

期 1个月的“公益+创意+传播”
实战，“帮助公益机构筹集善款”。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第

一次系统接触公益项目及传播，

也是第一次走进公益机构和受助

群体。而从学生到公益倡导者、引

领者，从大学校园走向公益一线，

身份角色的转换也是该项目带给

每一个人最直观的感受。

记者了解到，围绕此前确定

的三大议题，项目确定以“一个

微笑守护计划（唇腭裂救助）”

“银杏家园（助老）”“星球计划”

及“圆乡村儿童足球梦（乡村足

球）”等四个公益项目作为实战

目标。每个小组需围绕各自选择

的项目开展策划、视频拍摄及公

益广告投放。作为小组组长，胡

元楚和同组同学选择了“一个微

笑守护计划”。

“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首

先是因为我们在参加其他公益

活动时很少见到唇腭裂群体。更

重要的是，在微笑明天慈善基金

会相关负责人进行项目讲解时，

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真实的唇

腭裂儿童案例，被项目深深打

动，所以主动提出要支持这个项

目的传播。”胡元楚说。

与以往的专业课和理论学习

相比，该项目是一场实打实的公

益传播实战。为更好地帮助同学

们理解数字营销的逻辑，掌握数

字营销的技术，更快更好进入实

战状态，项目前期还特意邀请了

来自字节跳动商业产品、巨量引

擎等专业能力较强的员工担任讲

师，为学生讲解公益传播内容生

产、公益营销及公益广告投放策

略等具体内容。同时，字节还给予

高校团队飞书产品免费升级权

益，方便他们在项目中顺畅沟通。

“这跟之前参加公益活动的

感受完全不一样。”李志威和胡

元楚是同组成员，也是北京大学

广告学专业大三学生。项目执行

过程中，他作为志愿者实地探访

了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和医生及公益机构负责人面对

面交流，了解了唇腭裂群体及救

助的真实情况。此外，他还深入

受助儿童家庭走访，了解公益项

目对受助对象及其家庭带来的

帮助和改变。

“只有亲身参与到公益一线，

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公益。”李

志威说。

真实的公益场景

不过，虽然都是广告学专业

学生，但对胡元楚和李志威来

说，由于是第一次参与真实的公

益营销活动，能不能达到预期的

效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

的挑战。

作为小组组长，胡元楚主要

负责项目整体统筹，包括策略制

定、广告投放及优化、数据监测等

工作，李志威则主要负责站点探

访和素材内容生产等环节。“前期

确实不太懂，一直在摸索。”胡元

楚说，但好在有公益机构的负责

人及字节跳动员工志愿者全程陪

伴，为他们进行指导和帮助，让他

们能够快速了解公益项目运作情

况以及平台投放机制。

“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的

任务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公

益主题视频的策划拍摄，我们自

己又分成了导演组、拍摄组和后

期组，大家分工合作；另一部分

就是广告投放，在我看来，如何

构建起公众对公益机构以及项

目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

家在项目上都花了很多精力，也

非常有成就感。”胡元楚说，由于

投放效果不错，小组后续还得到

了平台额外流量金奖励。

“在这个项目中，学生们不

仅要拍摄公益素材，还要做创意

传播的内容产出和公益广告投

放，而这些都离不开真实的公益

场景。”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助

理秘书长周晔如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谈道，作为参与机构之一，

他们在项目周期内需要为学生

提供相关公益场景，同时为他们

创造接触公益前沿的机会，在实

地参与中加深其对公益以及相

关社会议题的理解。

此外，对于一些细节问题，

基金会方面也为学生们提供了

实时指导，以帮助其产出的素材

顺利上线。“在公益广告投放阶

段，基金会会开展相应的评估审

核，如学生拍摄的视频是不是具

有公益属性，是否涉及社会敏感

话题，素材中是否存在侵犯肖像

权等问题。”周晔如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公益机

构和平台志愿者的支持陪伴，今

年项目首次组织了出京实地探

访。据字节跳动员工志愿者李家

兴介绍，今年，参与项目的学生分

别前往贵州榕江、内蒙古四子王

旗、河南郑州、北京密云及门头沟

等地探访，面对面与项目受助群

体交流并参与了一线救助活动。

“这让学生们对公益项目中

的人、事、物有了更为细致的洞

察与思考，他们将自身真实的感

悟应用在公益主题视频的创作

和广告实战投放中，从青年视角

帮助公益项目进行传播和推广，

为公益项目带来了真金白银的

善款，也能够助力公益事业更好

地发展。”李家兴说。

校企社协同育人探索

据了解，在本学期的公益实

战中，胡元楚和小组同学共制作

63条素材，其中有 55条顺利投
放，在多个平台获得超 177 万次
曝光，完成 23810次捐款转化，筹
集善款近 35万元。按照一场唇
腭裂手术约 8000 元花费计算，
该笔善款能够帮助约 44 名唇腭
裂患儿获得手术机会。

“最开始在线上看公益项目

素材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感觉，

但近距离观察那些孩子以后心

理触动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医

院探访期间，看到医生为孩子们

做手术的时候，感受真的不一

样。”李志威坦言，理论加实践的

方式，不仅激发了大家对公益的

兴趣和热情，也让他们真正学到

了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事实上，早在 2015 年，北大
新闻与传播学院就开设了“创意

传播管理”课程，这也是北京大

学广告学专业在数字化背景下

开展教学改革的创新型尝试。该

课程首创数字营销实战教学创

新模式，以培养适应未来行业发

展的数字营销人才。

2016年起，北大新闻与传播
学院与字节跳动等平台携手，开

启“数字营销实战课”合作，将互

联网营销技术、产品及工具与教

学课程融合，打造“校企协同育

人”的新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

学以致用，参与行业实战，提升

综合能力。

2021年，字节跳动公益平台
上线，随之加入“数字营销实战

课”项目，将“社会公益议题”与

“数字营销实战课”融合，在教授

专业知识的同时为学生创造接

触社会公益实践的场景与机会。

2024年，这一教学模式首次走出
北大校园，至今已成为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

学（2024 年）、中央民族大学
（2025 年）、北京工商大学、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等学校学生共上

的一门课，实现了多校共建、资

源共享。

作为项目发起人，北大新闻

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刚教授表示，

公益与传播的实战结合，一方面

能够让学生掌握和具备数字营

销产品最前沿的能力，另一方面

也能够让他们接触社会议题、参

与社会发展。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项目

中，22个学生小组共为四个公益
项目生产 938 条投放素材，募集
善款超 235万元。在相关公益机
构看来，通过该项目，青年学生

群体对公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们独特的视角也带动了更多

网友的善意。

“唇腭裂项目是一个医疗类

的公益项目，一开始我们和学校

的老师们都有一些担忧，因为救

助对象外观上的原因，我们担心

学生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实际

上，这些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公益

热情都非常高，也愿意参与到项

目线下救助活动中。不论对学生

自身，还是对基金会或公益行业

而言，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模式，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

新的视角和启发。”周晔如说。

近年来，在数字技术和工具

加持下，公益传播形式发生了质

的变化。如何把握数字技术为行

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是摆在行

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据介绍，在该项目中，字节跳

动公益平台以及巨量引擎、剪映、

即梦 AI等产品都提供了支持。而
将公益命题融入高校教学，让学

生群体成为公益的参与者、实践

者和传播者，也是其“用公益传播

公益”理念的真实写照。

在李家兴看来，公益的叙事

方式和公益机构的透明度，是公

益传播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

“目前，一些公益机构的传播叙

事仍以信息输出为主，如着重强

调项目覆盖了多少地区，帮助了

多少儿童，获得了哪些成果，但

这些数据是没有温度的。公益传

播更应侧重用户的共情，比如一

个真实的受助人、一段具体的故

事或一句简单的感谢，都可以引

发用户情感上的共鸣。未来，我

们将继续开展类似的实战探访，

持续激发青年力量对公益事业

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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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校园到公益一线———

青年力量如何助力公益数字化传播

野圆乡村儿童足球梦冶项目探访团走进贵州榕江

学生实地走访公益项目袁图为学生志愿者拍摄手术室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