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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为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打开少先队发挥实践育人作用的新局面，有利于构
建良好的少先队工作生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双减”政策下少先队工作的“不变”体现在“培

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的工作主线”“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的核心理

念”三方面；“变”体现在少先队工作时间变足、空间变宽、形式变丰。“不变”与“变”体现少先队

工作的生态理念、生态空间、生态内容和生态保障的特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区需共同参与，构建

时间上紧密衔接、空间上资源贯通、形式上新颖多样的少先队工作“四位一体”生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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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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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Pioneers’ work, opens up a new situation for the Young Pioneers to play the role of practic-
al education, helps to build a good working ecology of the Young Pioneers, and implement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The “unchanged” of the work of the Young 
Pioneer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communist successors”, “the main line of work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honor of the 
Young Pioneers” and “the core concept of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and value shaping”. “Change” is 
reflected in sufficient working time, wider working space and richer working forms. The “un-
changed” and “changed”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logical concept, ecological space, eco-
logical content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he Young Pioneers’ work. The government, schools, fam-
ilies and communities need to participate together to build a “four-in-one” ecological path of 
Young Pioneers’ work,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in time, well-connected in space and novel i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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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提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要“坚

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尊重少先队员主体地位，遵循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规律” [1]。同年 7 月，《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强调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双减”政策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带来契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生

活的时间、空间与形式随之改变。“双减”政策下，肩负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光荣使命的少先

队工作要与时偕行，在坚守“不变”与适应“变”中，凸显生态特征，探寻政府引导、学校主导、家庭

支持、社区辅助的少先队工作“四位一体”生态路径，发挥组织育人与实践育人特色。 

2. “双减”政策下少先队工作的“不变”与“变” 

充分认识“双减”政策下，少先队工作“一成不变”与“识变从宜”的双层特性，深刻把握其本质，

促进少先队事业蓬勃发展。 

2.1. “双减”政策下少先队工作的“不变”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双减”政策下少先队工作始终如一地紧紧围绕党的教育方针，指向

“立徳树人”根本目标，竭诚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服务。 
其一，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根本任务“不变”。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年儿童群团组织，

伴随着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如表 1 所示，自少先队成立以来，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少先队

的初心与使命。少先队工作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根植

于少年儿童心中。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作为少先队工作的根

本任务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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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mmary of the basic task content of “Cultivating Communist Successors” in the important document meeting of 
the young pioneers 
表 1. 少先队重要文件会议中“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根本任务内容的梳理 

文件/会议 主要内容 

1949 年 10 月，《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 
“团结和教育少年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爱祖国、爱人

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新中国的优秀

儿女” 

1950 年 4 月，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 
“在革命胜利后建立少年儿童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团

结教育少年儿童，为革命事业，为新中国艰巨的建设

工作准备大批优秀的后备军” 

1953 年 8 月，《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

少年先锋队”的说明》 

“鼓励队员们为了在将来真正能担当起先锋者的事

业，……准备为建设祖国的事业，为实现中国共产党

和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1953 年 11 月，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 
“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新中国的优秀

儿女，就是少年儿童工作的基本任务” 

1958 年 6 月，团的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新队章 
“立志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并将呼

号改为“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978 年 10 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被正式确立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歌 

1989 年 7 月，《1989-1990 学年度少先队工作要点》 “要联系实际、回顾工作，坚持对少年儿童进行基础

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方向。” 

2005 年 6 月，经第五次全国少代会修改通过的《中国少

年先锋队章程》 
队的目的“……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的合格人才，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2017 年 2 月，《少先队改革方案》 “……立志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 

202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

的意见》 
“……聚焦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聚焦传承红色基

因……” 

 
其二，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的工作主线“不变”。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少年先锋队”命名少先队组

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少年儿童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的殷切期望。加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是吸引少

年儿童积极加入少先队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少年儿童在组织中发挥小主人作用的关键原则。此外，“全

童入队”背景下 1，部分少年儿童对自身身份认同感和对组织的归属感在现实环境下易发生偏差。因此，

增强少年儿童的光荣感作为少先队工作的主线，无需变，也不能变。 
其三，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的核心理念“不变”。少年儿童处于拔节孕穗的关键期，引领其形

成正确的政治认知、朴素的政治情感、理性的政治参与，树立良好的价值观与是非观是推进其由自然

人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举措。少先队工作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与价值观塑造

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少先队工作的核心理念必须是也只能是对少年儿童进行政治启蒙和价值

观塑造。 

2.2. “双减”政策下少先队工作的“变” 

“双减”政策下，学校课后服务大面积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度消减以及学生作业负担减轻，促

 

 

 

1全童入队：让所有有入队意愿的少年儿童全部加入少先队。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83


刘天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11383 8953 教育进展 
 

使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时间、空间和形式发生巨变。作为少年儿童教育生态中重要一环，少先队工作的

时间、空间和形式也发生着变化。 
其一，少先队工作时间“变”足。“双减”政策实施前，少先队工作主要利用学生在校时间开展，

少先队活动经常与班会或学校其他活动紧密联系，使得少先队工作的实效性大打折扣。“双减”政策实

施后，学生课外探索时间更充裕，如，课后服务时间、双休日等。据统计，“双减”政策实施后，多地

至少有 80%的学生参与课后服务，相当于大部分学校在放学后增加了 2 个多小时的学校时间 [3]。少先队

工作可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发挥育人价值。 
其二，少先队工作空间“变”宽。“双减”政策实施前，因时间限制，少先队工作开展的空间也有

限，还是以学校作为主阵地 [4]。“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的活动空间不管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均大幅拓

宽。与此同时，少先队工作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积极探寻社会可用空间，为少年儿童的社会化提供

更多优质资源。如，淄博市青少年宫与社区携手建设社区青少年宫，搭建“红领巾开心农场”，为少先

队实践活动拓宽社会化阵地。 
其三，少先队工作形式“变”丰。“双减”政策实施前，少先队活动多集中于惯例化的仪式教育和

被动式的形式活动，难以突出少年儿童主体性，发挥少先队实践育人的功效 [5]。“双减”政策实施后，

多地学校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不断创新少先队活动形式，开展众多古今文化相融通、校内校外

相结合、线上线下相衔接的专题式少先队活动。如，上海市少工委鼓励各社区整合区内各种实践资源，

开展“15 分钟社区少先队幸福圈”活动，彰显校外少先队活动的生机与活力。 

3. 少先队工作的“不变”与“变”凸显生态特征 

少先队工作是教育生态内部调节其他要素的重要纽带，是教育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双减”政策下

少先队工作“不变”与“变”凸显生态特征。 

3.1. 少先队工作的生态理念 

少先队工作的生态理念是指整个教育系统内部多种教育要素以少先队教育为中心，通过高质量的互

动与沟通，促进少年儿童在不同的教育生态环境中接受一致的信息 [6]。政府、家庭、社区作为外界环境

中重要教育主体，拥有丰富且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与校内资源进行互补，提高教育成效 [7]。加入政府

的引导、家庭的支持、社区的辅助能扩充少先队工作的资源，且能增强以少年儿童为中心的各主体间相

互配合，形成合力，为少年儿童健康发展提供全面保障。 

3.2. 少先队工作的生态空间 

少先队工作的生态空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少先队工作生态空间指保障少先队工作稳定运行

所需的显性环境和隐性环境。狭义的少先队工作生态空间仅包括保障少先队工作稳定运行所需的显性环

境 [8]。少先队工作的生态空间包含诸多要素。就主体而言，分为教师、家长、教育部门、社区工作者等；

就地域而言，分为校内少先队工作场地和校外少先队工作场地。少先队工作生态空间中各要素之间相互

配合、相互协调是少先队工作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 

3.3. 少先队工作的生态内容 

少先队工作的生态内容主要聚焦于深化少年儿童的思想政治引领，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一，把握少先队建设任务的延续性与时代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始终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延续少先队建设任务的时代性，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融入少先队工作中，激发

少先队员爱党、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情感。其二，把握少先队工作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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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与趣味性的形式相结合，遵循儿童化的工作原则，提高少年儿童的活动参与性与主动性。其三，

注重少先队工作的实效性与价值性。少先队工作者们要把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放在首位，促

进少年儿童对少先队活动主题从心底产生共鸣，并外化于行。 

3.4. 少先队工作的生态保障 

少先队工作的生态保障是保证少先队实际工作平稳运行、高质量开展的重要机制。其一，少先队工作

的监督体系是政策保障。在政策实施同时，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对少先队工作生态系统进行针对性行

政管理。其二，少先队工作的专业化队伍是专业保障。一方面通过培训，提升少先队工作队伍的专业化

水平；另一方面还可聘请优秀党员、团员及对国家、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公民作为校外辅导员，为少年儿

童树立品行优良的模范形象。 

4. 建构少先队工作“四位一体”生态路径 

落实“双减”政策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校、家庭、社区和政府作为教育生态系统中四大主体，

在少先队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本研究基于美国学者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统整学校、家庭、

社区和政府四大教育主体力量，构建时间上紧密衔接、空间上资源贯通、形式上密切配合的少先队工作

“四位一体”生态路径，从而对少年儿童施以少先队教育影响，促进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 
如图 1 所示，少先队工作的生态系统分为四个层次：家庭、学校和社区分别与少年儿童直接接触的

少先队工作微观系统；家庭、学校和社区围绕少年儿童相互联系的少先队工作中间系统；包含社区、省

政府、市政府、区政府和家庭其他成员，这些未直接参与但却对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少先队工作外

层系统；存在于以上三个少先队工作系统中且包含社会价值观、文化、习俗、法律和政策的少先队工作

宏观系统。同时，如图 2 所示，少先队工作的时间、空间和形式三者，同样存在这种生态模式。该生态

模式在少先队工作的时间、空间和形式中依次发挥循环作用，助推少先队工作“四位一体”生态系统有

序、和谐发展。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ur-in-one” ecosystem for the work of the young pioneers 
图 1. 少先队工作“四位一体”生态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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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ur-in-one” ecological path for the work of the young pio-
neers in the dimensions of “time, space, and form” 
图 2. “时间、空间、形式”维度下少先队工作“四位一体”生态路径示意图 

4.1. 时间维度“四位一体”生态路径 

在时间维度上，充分发挥微观、中间和外层系统中可为少先队工作所利用的一切碎片化时间和特定

时间，串连起学校、家庭、社区和政府四个教育主体共同作用的少先队工作生态网。 
在微观系统中，学校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和课后服务时间，最大化地抓住学生在校的碎片时间，开展

不同时长、不同内容的少先队活动。如，在每日课间广播时间播报少先队小知识；每周利用一节课后服

务时间，开展一次以中队为单位的少先队活动；每学期利用半天时间，开展一次以大队为单位的少先队

活动。家庭利用好少年儿童的双休日和节假日，带领孩子参观红色纪念馆，或是在传统节日与孩子一起

动手设计文创产品，在亲子互动中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区利用少年儿童寒暑假，集中社区内的少

年儿童，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形成特定时间段的学习成长共同体。 
在中间系统中，学校、社区和家庭充分配合，协同育人。在课后延时服务中，学校邀请优秀家长代

表参与；在学校开放日，学校联手社区为家长和少年儿童举办多样化的少先队活动；在寒暑假及双休日，

父母与孩子一起参加社区少先队活动。如此，既可发挥少先队实践育人作用，又能提升教育主体间的配

合度，有效促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在外层系统中，省、市、区政府做好顶层设计，将学校和社区开展少先队工作的时间具体化、数字

化。规定学校每学年进行少先队活动的时间不少于多少个学时；社区每年寒暑假开展少先队活动应达到

的最低时间标准是多少。“双减”后的少先队“四位一体”生态路径需要在时间上相互衔接，将学生校

内外教育时间有效衔接，才能实现教育行动和教育影响的一致性，使少先队“四位一体”的生态教育实

践统整起来 [9]。 

4.2. 空间维度“四位一体”生态路径 

在空间维度上，把握微观、中间和外层系统中可为少先队工作利用的空间阵地，建构起学校、家庭、

社区和政府四个教育主体共同参与的少先队工作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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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系统中，学校为校内少先队活动提供活动空间，如学校多媒体活动室、礼堂、操场。在家庭

场域中，父母为少年儿童开辟能够独立探索、思考，尽情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学习空间。社区利用党

群服务中心基地，为少先队员开展红色文化活动提供场所，有效开发社区本土场馆资源，如红色教育纪

念馆、少年宫、敬老院、博物馆、海洋馆，为少先队场馆学习提供便利。 
在中间系统中，三个主体所负责的空间相互联系，使同一类型活动在不同阶段不同场所开展，加深

少年儿童对少先队活动主题的层级性理解。如，开展与革命文化相关的少先队活动。第一阶段，在学校

中通过影视作品学习革命文化知识；第二阶段，父母带领孩子参观革命文化纪念馆；第三阶段，在社区

组织下，家长陪同少年儿童探寻革命文化遗址。三个不同空间，由浅入深地带领少年儿童学习与感悟，

符合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激发少年儿童爱国爱党的情感。 
在外层系统中，各级政府对少先队工作的空间给予政策保障。对少先队工作的空间进行合理规划，

尤其是校外空间，要落实校外少年儿童活动场所为学校提供活动场地；或联手社会公益机构，建立少先

队活动实践基地，为少先队员提供劳动体验、队史学习的公益性教育服务。如，深圳教育行政部门联合

中国科技馆和深圳市科协，建立一批馆校合作基地学校。 

4.3. 形式维度“四位一体”生态路径 

在形式维度上，探寻微观、中间和外层系统中可为少先队活动赋能的多种教育活动形式，搭建起学

校、家庭、社区和政府四个教育主体共同施教的少先队工作生态盘。 
在微观系统中，学校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育人优势，积极探索高质量、高价值的少先队活动新形式，

如以话剧、情景剧、职业体验的形式来开展少先队活动；或是结合 VR、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线上线下双线

混融的少先队活动。父母做好少先队员的情感引领工作，如观看新闻时，父母与少先队员深度交流，引

导其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并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行为表率，潜移默化影响少先队员形成正确的三观。社区

利用自身资源，在社会化教育阵地中开展多元化少先队活动，如，寒暑假的社区英雄人物探访活动或红

色研学活动。 
在中间系统中，家庭、学校和社区就少先队活动形式创新层面相互交流。以少年儿童为中心，在少

先队辅导员等专业化少先队工作者的领导下，丰富少先队活动形式，满足少年儿童对实践教育的诉求，

共同促进少年儿童发展。 
在外层系统中，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少年儿童成长过程，尤其是家庭成员中的党员更应该肩负起党史、

团史以及队史教育的责任。政府可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对少先队工作给予一定政策倾斜。如，尽可能地

扩大少先队工作者在开展少先队工作时的工作权限；定向开发少先队活动教育应用软件。 
最后，在宏观系统中，无论何层均深受社会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观的影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树立重视少先队工作的社会风气，形成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社会文明，引领少年儿童思想成长。 

5. 总结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洪流中，高质量推动少先队工作是稳步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柱。

“双减”背景下，“四位一体”的少先队工作路径建构，能够进一步发挥少先队组织育人和实践育人实

效，满足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需求，并为常态化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

供生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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