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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传承红色基因,做新时代好队员——少年先锋队红色
基因传承路径 

王久鹏 

（丽水学院  323000） 

摘要：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

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色文化是一种重要资源，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因此，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应

深切落实红色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少年先锋队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接班人，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主

义事业的发展。目前少年先锋队红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三者没有落实到位导致，通

过引导三者在教育活动中对于红色基因的传承，能够有效提高少年先锋队对于红色文化的认识，对于保障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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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红色，是中华民族的颜色，代表着希望、和谐和美好。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为了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不惜

战死沙场，那一滴滴鲜红的血液洒在了中华大地上，那一具具战死

的先驱的英明更是铭记在我们心中，经历风霜雨雪，历经苦难坎坷，

我们的祖国母亲在岁月的长河中，一步一步艰难的挪动脚步。少年

先锋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其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走多远，通过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协调能够有效保障少年先锋队

中红色基因的传承[1]。 

1 少年先锋队红色基因传承的必要性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

历史、文化、人文思想和发展阶段，就要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纵览历史，在一百年的接续奋斗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历

史，铸就了伟大精神，形成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

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上最为

可歌可泣的篇章。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斗争中逐步形

成的一个为了弘扬共产主义、提高民众对于共产主义认知的组织，

其主要成员是 6 周岁到 14 周岁的少年儿童。少年先锋队不仅仅是

共产主义的宣讲者，更是共产主义的实践者，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少

年先锋队之初，就号召先锋队员积极投入到社会生产中，通过力所

能及的劳动来建设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少

年先锋队不断发展，如今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庞大的组织架构和众

多的少先队员给少年先锋队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以共产主义为执政纲领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完善的教育

宣传体系。借助丰富的宣传方式让更多的群众理解社会主义的内

容，引导其参与到共产主义的建设当中来，在建国之后我国快速通

过“五年计划”实现基本工业化也正是得益于此。少年先锋队就是

我党重要的一种理念宣传方式与教育方式。通过少年先锋队组织，

我党实现了对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有效培养，通过言传身教的

方式这部分儿童能够从小建立起对于社会主义的亲近感，在承成年

之后选择发展方向时，也更加容易投入到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

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社会上开始涌现了多股思潮，甚至

有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动摇，这说明我党构建起来的社会主

义教育体系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少年先锋队作为我党开展社会主

义教育的重要渠道，在正常情况下其能够很好的完成对少年阶段的

社会主义教育。或者说少年先锋队是我党系统化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的基础，只有加强少年先锋队的建设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实现。 

2 目前少年先锋队发展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少年先锋队的发展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挑战主要

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社会的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

多的文化产品进入了中国市场，尤其是一些电子游戏以及各类快餐

类的书籍，这些内容占据了学生大量的时间，使得学生没有精力在

业余时间参与到对于社会主义的学习当中；同时随着教育市场的功

利化发展，很多学生在很小的阶段开始就要面临沉重的课业压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少年先锋队的发展。其次是教师的忽

视，目前我国教育体系中少年先锋队发展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教

师的忽视，当下的小学阶段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教师对于社

会主义内容的教学明显减少，使得很多学生在参加少年先锋队之前

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一知半解，在加入少年先锋队后由于认知不足

无法积极参与到少年先锋队的社会实践当中，没有办法建立起对于

社会主义的基本认知，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功用没有办法得到有

效的发挥。最后是是家庭教育缺乏相关内容的教育，在小学教育阶

段家庭教育对于学生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很多家长在开展

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学生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导致学生缺

乏参加少年先锋队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少年先锋队没有发挥到其自

身应有的教育作用。百年峥嵘岁月，精神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人

创造的红色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

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2]。 

3 目前少年先锋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目前少年先锋队遇到的挑战，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

析，即从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正是由于这三方面

教育的缺失，最终导致少年先锋队没有办法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3.1 教师教学能力不足 

学校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教师教学能力，很多教师能够胜任

课堂内的教学任务，但是在开展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从

缺乏足够的教学经验。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甚至直接照本宣科读

教材，极大的影响了学生对于相关内容的兴趣。针对社会主义的很

多理论知识在校学生看来都是枯燥乏味的，教师要能够通过学生能

够理解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相应的内容，这就对教师的教学能力

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教师错误的认为自己的教学任务只局限于教

材相关内容，殊不知教师更重要的是要完成对于学生的思想道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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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帮助学生初步理解社会主义的逻辑框架，为学生后续的成长学

习奠定基础。 

3.2 缺乏足够的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对于少年先锋队的成长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充

足的社会实践才能更好的引导其理解社会主义这类宏大的叙事，帮

助其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指导其学习、生活。学生在课堂

学习中会掌握了解到一定的革命先辈的事迹，但单一的课堂教学难

以帮助学生理解革命先辈的伟大，通过有效的社会实践，学生能够

跟家真切的体会到革命精神的内涵，对于革命精神的传递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社会实践对于提高学生对于课堂知识的理解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社会实践的优势就是学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检验课

堂学习到的知识，深化与熟悉学生的知识。学生在课堂上学到了革

命者的事迹，如果学生再到博物馆里面参观一下当时遗留下来的珍

贵文物，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革命先辈的不易，在理解社会主义这

一宏大理念时能够更加深刻。 

3.3 缺乏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小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社会直接映射的，学

生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的

认知。目前我国社会上充斥着各类思潮，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部

分思潮对于学生的成长有很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学生建立起正确的

三观，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影响到学生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社会环

境需要多方面来维护，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氛

围才能有效促进少年先锋队红色基因的传承。 

4 开展少先队员红色教育的有效措施 
开展少年先锋队红色教育需要针对目前少年先锋队中存在的

问题依次进行处理，首先是学校教育的缺失，针对学校教育的缺失，

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监管，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教

育重新提高到教育主体的层面来，为学生后续的学习成长奠定基

础；其次是家庭教育，家长要对于社会主义有足够的认知，并意识

到正是红色精神来支撑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将这种教育融入到

家庭教育当中，提高学生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最后是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会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因此社会上对于红色教育的

认知会直接影响到学生。 

4.1 加强课堂红色教育 

课堂是学生接受红色教育的重要场所，很多学生都是在课堂上

开始接受系统的红色教育，在小学阶段的语文课本中有很多红色故

事，教师要积极挖掘红色故事背后所蕴含的红色精神，将这种精神

有力的传递给学生。在课堂上教师要讲好红色故事，更要以身作则

在容许的范围之内对红色精神进行实践。无论是革命时期的延安精

神、抗战精神，还是建设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

抑或是改革时期的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由无数可歌可泣的红

色故事所凝聚升华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精神基因和

制胜密码。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以精神伟力提升行动自

觉，这是我们风雨无阻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千秋伟业，正是风

华；所梦所想，百年一脉”，在新时代，讲好红色故事，就是要续

写“创造人间奇迹”的特色[3]。 

4.2 加强家庭教育中的红色教育 

红色教育并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共工作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家庭

教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劳动都能够得到

尊重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实现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社会主

义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需要几代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

不懈奋斗。家长在开展家庭教育的过程中要与学校的教育工作保持

一致，通过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相互补充来完成对于少年先锋队

的红色教育。在开展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家长可以结合学生在学校

学习的内容，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通过博物馆的众多文物来引导

学生体会课堂教学的内容，借助家庭教育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补

充。 

4.3 完善红色教育基地 

1918 年，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慷慨宣言，“试看将来的环

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35 年，方志敏在黑暗的牢狱中，用无法

阻挡的希冀写下《可爱的中国》；1951 年，作家魏巍所著《谁是最

可爱的人》中深情讲述朝鲜战场上战士们英勇奋战的故事；2020 年，

巍巍昆仑上，边防官兵用生命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用行动彰显英雄

赤胆忠诚……面对严峻斗争考验，共产党人从来都是越是艰险越向

前，生死关头更凛然，也正是敢于斗争，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

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

起[4]。在过去的革命岁月整个社会虽然物质贫乏，但人们都充满着

斗志，立志为中国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正是这种红色精神造就了今

天的新中国。但随着物质生活的充沛，整个社会却开始出现了精神

萎靡的情况，其原因在于红色精神没有在新一代得到有序的传承，

传承红色精神是社会对于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的一种传承。实现社会

主义事业的伟大目标需要借助以红色精神为主的红色文化对社会

主义接班人的熏陶，只有借助这种教育模式，才能在少年先锋队心

中建立起对于红色事业的追求和向往。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

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

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

色教育基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当地特有的红色遗产其中的先进文

化及精神传承下来，所以红色基地的实施方案首先就是要提炼其中

所蕴含的先进文化及需要突出表现的精神品质[5]。 

结束语：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

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一系列的红色精神。红色精神

如同航行在深海巨轮上的航油，为前行提供“推动力”，又如大海

上的“启明星”，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红色精神体现着中国共

产党党员干部的初心，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一处处红色资

源中，我们读懂了红船精神的力量、理解了西柏坡精神的奋进，感

受到了井冈山精神的内涵。立党为公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担当

精神、全心全意的为民精神、催人奋进的红色精神，是我们传承的

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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