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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图片设计/李肇】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信中强调，少年儿童是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这一代少年，生于盛世，起步于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新征程，感受着幸福，也肩负着党和人民的殷殷期盼。

培养好、呵护好少年儿童，既要为他们创造金色的童年，也要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培养

优良品德。这是当代人的职责，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的凝聚合力。

充分发挥少先队、共青团组织作用，为孩子办好红色大课堂，讲好“四史”故事，开展中国梦

教育，有助于孩子们传承“纯正”的红色基因。诸如“红领巾讲解员”之类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实

践体验中了解红色故事，培养爱党爱国、勤奋好学的优秀品质。

办好时代大讲堂，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活动，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长为时代新

人。例如“走近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课程、亲手劳动实践等活动，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祖国的

伟大和时代的潮流，逐渐树立志向、经受锻炼、学习成长，塑造自信、自立、自强的品格。

当下，进一步拉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的距离尤为重要。用好新科技，以他们喜闻

乐见的“童言童语”进行阐释，让孩子们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学习中领会“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蕴藏的爱国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的奋斗精神。这更有助于孩子们树

立价值观，坚定“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的决心。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不仅要把少年儿童培养好，也要呵护好。

成年人要有“一米高度看世界”的意识，发现孩子们眼中的美好，读懂孩子内心的需要，才能让

他们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推进青少年体育“健康包”工程，减少“小胖墩”“小眼镜”；普及爱心托班，让更多孩子在假

期了解知识、结交朋友；以“双减”为重要抓手，构建教育良好生态，给孩子更多自主空间……这

些举措让孩子们在快乐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广阔的眼界、更开阔的思路、更开放的观念。

少年心事当拏云。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在童年树立正确

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也将激励着广大少年儿童珍惜时光、奋发图强，立志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

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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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不少学校创新性地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劳动教育结合起

来，让学生在有趣的劳动实践中既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提升劳动素

养、增强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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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田间劳作。 受访者供图

0404 小小水池里的“航海梦”

自建校起，庙行实验学校就把

“航海模型”作为科技教育的重要载

体。经过近10年的探索和实践，学

校已培养出1位世界冠军、5位全国

冠军和多名上海市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