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少先队工作课题研究成果精编

（2007 — 2012 ）

主 　 编 　朱 　斌

副主编 　劳虓虓 　魏慈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少先队工作课题研究成果精编（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朱斌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５

　 ISBN ９７８‐７‐３０８‐１０００６‐９

　 Ⅰ ．①浙 ⋯ Ⅱ ．①朱 ⋯ Ⅲ ．①中国少年先锋队 －工作 －

浙江省 －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Ⅳ ．① D４３２ ．５１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２０１２）第 １０１７４８号

浙江少先队工作课题研究成果精编（2007 — 2012）
主编 　朱 　斌

责任编辑 　葛玉丹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４８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７）

（网址 ：http ：／／www ．zjupress ．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１０mm × １０００mm 　 １／１６

印 　 　张 　 １９畅７５

字 　 　数 　 ３００千

版 印 次 　 ２０１２年 ５月第 １版 　 ２０１２年 ５月第 １次印刷

书 　 　号 　 ISBN ９７８‐７‐３０８‐１０００６‐９

定 　 　价 　 ３５ ．００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５５９１



序

贯彻落实党团组织对少先队工作的要求 ，围绕少先队根本任务这条主

线 ，我省广大少先队工作者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

时俱进 ，在少先队工作实践中 ，找准切入点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与研究 。

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一是党团队教有效衔接 ，对少先队

员思想引导 、素质培养 、能力提升的有效载体 、方法 、路径的研究 ；二是少

先队教育分层实施针对性 、整体性 、系统性的研究 ；三是少先队品牌活动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 。

少先队工作课题研究是基于实际工作的实证性研究 ，主要特色是理

论研究与活动开展融于一体 。 本书既是少先队课题研究案例的集锦 ，也

是优秀少先队活动的汇编 ；每一个研究成果都可以得到启示和借鉴 ，都是

一种可以推广复制的模式 ；每一项研究成果都达到了预定的目标 ，又将是

我们下一个目标新的起点 。

五年来 ，浙江少先队工作者根据团中央“深入研究少先队工作”的要

求 ，开展了 ７６ 项课题研究和相关专题调研 ，有近 １０万人次的少先队员和

少先队工作者参与其间 ，成功结题的有 ６５ 项 。 结题报告字数少则几万 ，

多则十几万 ，我们无法一一收录 ，篇目只能精编 ，内容只能选载 ，但所录篇

目一条主线 ，清晰可见 ：把握少先队的根本任务和落实根本任务有效载

体 、方法 、路径的研究 。

书不厚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浙江少先队工作者的努力和浙江少先

队员的聪慧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少年先锋队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 。

　朱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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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２０１０ 年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重点课题

围绕“根本任务”与争当“四好少年”

深化少先队“雏鹰争章”的相关研究 倡

浙江省少工委 　浙江省少先队工作学会

一 、课题研究概述

（一）“雏鹰争章”是少先队组织的重要品牌活动

自 １９９３年全队部署开展“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 ，提出以“雏鹰奖

章”作为主要激励措施以来 ，“雏鹰争章”活动面向全体少年儿童 ，把对少年儿

童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等方面的要求 ，具体化为若

干枚“雏鹰奖章” ，鼓励少年儿童从日常生活和学习的具体环节入手 ，通过定

章 、争章 、考章 、颁章 、护章等实践环节 ，不断确立新的目标 ，看到自己的进步

与成长的足迹 ，促进全面发展 。少先队“雏鹰争章”活动经历了启动 、推进 、拓

展等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 ，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 。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 ，少先队必须根据党和政府对少先队工作提出的新目标 、新任

务 ，结合少先队自身的新发展 ，坚持对“雏鹰争章”活动进行不断创新 ，使“雏

鹰奖章”始终成为衡量少先队员综合素质的重要依据 。

　 　 （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好少年”要求为“雏鹰奖章”设立了

新目标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６０周年的贺信中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要团结

教育引导少先队员“争当热爱祖国 、理想远大的好少年 ，争当勤奋学习 、追求

上进的好少年 ，争当品德优良 、团结友爱的好少年 ，争当体魄强健 、活泼开朗

的好少年” ，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国教育培养目标提出的新导向 ，是对新



00 悙2　　　　 浙江少先队工作课题研究成果精编 　

时代少年儿童提出的新希望 。这就要求少先队组织将“四好少年”要求落到

实处 ，内化到每一个少先队员身上 ，将“四好少年”要求作为少先队“雏鹰争

章”活动的新目标 ，具体融入到“雏鹰奖章”新框架中 ，促使“雏鹰争章”活动成

为激励少先队员努力争当“四好少年”的重要载体 。

（三）第六次全国少代会提出的工作目标为“雏鹰争章”提供了新机遇

根据第六次全国少代会上党和政府对少年儿童成长的殷切期望 ，围绕新

的历史条件下少先队的根本任务 ，配合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枠的贯彻实施 ，少先队组织必须建立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 ，创新突显少先队

教育理念的基本载体和基本方法 ，少先队品牌教育活动必须向体验式 、常态

化转变 ，少先队工作应以发展的理念对待每一位队员 ，用少先队特有的激励

方式团结教育引导每一位队员 。然而 ，我们发现 ，“雏鹰争章”活动尽管已经

推广十多年 ，但是由于中国幅员之大 、东西部及城乡发展的不均衡 、政策机制

的不健全等 ，“雏鹰奖章”并没能真正地全面纳入少先队员综合素质的评价体

系之中 。而第六次全国少代会提出的工作目标与枟教育规划纲要枠的颁布实

施为“雏鹰争章”活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空间 。 “雏鹰争章”应

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 ，以及在少年儿童综合素质培养 、促进健康成

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本课题旨在结合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成长目标 ，切实完善少先队“雏鹰

争章”品牌活动的激励机制 ，引领少先队员积极参与“雏鹰争章”活动的实践

体验 ，从而促进他们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为少先队员的终身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对少先队深化“雏鹰争章”与争当“四好

少年”主题的研究尚未有较为系统的探索 ，所以本课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

创新性 。研究者期待通过本课题的研究 ，能对全队落实“根本任务” 、引导争

当“四好少年”和深化“雏鹰争章”活动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

二 、课题研究成果及创新内容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 ，主要依据政治社会化的最优先原理 、道德实践

理论 、儿童心理学理论以及分层教育理论等 ，围绕少先队根本任务和“四好少

年”目标 ，构建“雏鹰奖章”新框架 ，凸现“雏鹰争章”思想引导的功能 。同时 ，

借鉴国际青少年组织通行的做法 ，依据成功教育理论 ，充分运用艺术 、时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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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等元素 ，创建网络争章 、动画答题 、微博交流等方式 ，并设计不同权重和

色彩的“雏鹰奖章”系列 ，使“雏鹰争章”的形式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从而促进

发挥“雏鹰争章”对少先队员的励志作用 。

创新深化“雏鹰争章”六大运作机制

（一）分层设章一体化

１ ．突出思想引导内容 ，调整雏鹰奖章类别 ，创新雏鹰奖章设置

围绕新的历史条件下少先队组织的根本任务 ，依据“四好少年”的具体要

求 ，以及少先队枟章程枠中关于爱党 、爱祖国 ，爱科学 、爱劳动等层面的内容 ，化

为相应的理想 、勤学 、品德 、健康四个系列 ，共分八个年级 ，设 ３２枚奖章和具

体争章标准 ，从而使教育目标明晰化 。下表即为本课题研究中的基础奖章分

层设置情况 。

基础奖章分层设置列表

类别
年级

基础章（分年级选取）

热爱祖国
理想远大（志向）

勤奋学习
追求上进（勤学）

品德优良
团结友爱（美德）

强健体魄
活泼开朗（健康）

一年级 星星火炬章 乐学章 好朋友章 保健章

二年级 向日葵章 观察章 爱劳动章 安全章

三年级 五星红旗章 阅读章 手拉手章 健身章

四年级 学先锋章 爱科学章 孝敬师长章 平安自护章

五年级 国防章 环保章 岗位责任章 快乐休闲章

六年级 民族精神章 社会考察章 法律知识章 心理健康章

七年级 团队接力章 信息章 志愿服务章 青春成长章

八年级 理想志向章 社会实践章 团队合作章 强身健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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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充分运用艺术 、时尚 、情感等元素 ，创新设计不同权重和色彩的“雏鹰

奖章”系列

少先队教育面向的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生代 ，要使得教育更有成效 、

更具张力 ，必须不断改进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使之更为形象生动 ，且富有乐

趣 。在本课题研究中 ，充分抓住少年儿童求新求趣的特点 ，运用当下少年儿

童乐于接受的方式 ，引入网络时尚动画 ，改进“雏鹰奖章”样式 。如根据“四好

少年”要求 ，将雏鹰基础奖章分设红 、绿 、黄 、蓝四个色调 ；在保持原来不干胶

贴章的形式基础上 ，采用国际青少年组织通行的机绣奖章 ，以求贴近当下少

先队员的审美需求 ，更彰显“雏鹰争章”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

３ ．按照分层分类原则 ，根据不同年级少先队员特点 ，科学设计基础奖章

本课题研究注重“系统规划 ，有效衔接” ，从而构建团队一体化的分层教

育目标体系 。同时 ，在自主争章分层实施过程中注重队员的个性差异 ，充分

展现队员“自我完善 、自我规范 、自我发展 、自主追求”的精神风貌 。分层争章

活动通过运用“对象分层 ———内容分层 ———目标分层 ———实践分层 ———评价

分层”等策略 ，希望能促进少先队员的快乐成长 。

（二）争章活动课程化

１ ．借鉴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的设置 ，设置三级奖章

在本课题研究中 ，借鉴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三级课程的设置原理 ，即

借鉴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的设置 ，结合三级课程设置的相关要求 ，

探索国家 、地方 、校本三级雏鹰奖章设置 。国家奖章即为一级奖章 ，地方奖章

即为二级奖章 ，学校奖章即为三级奖章 。同时沿用枟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纲要枠

的设章原理 ，一级奖章可为基础奖章 ，二级奖章可为兴趣奖章 ，三级奖章可为

特色奖章 。国家奖章的设置以结合思想 、品格导向为基础 ，地方奖章的设置

以结合当地人文资源 、队员兴趣爱好为基准 ，校本奖章的设置以结合学校办

学特色为底蕴 。少先队配合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 ，使雏鹰奖章的

设置更为科学规范 。

２ ．鼓励地方 、学校结合当地实际 ，积极创新特色奖章设置

在建立校本课程建设的过程中 ，深入研究学校特色奖章的设置 ，激发基

层学校组织引导少先队员参与“雏鹰争章”与争当“四好少年”活动的积极性 。

如本课题子课题研究单位舟山市沈家门小学结合媒介素养教育 ，融入舟山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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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海洋国家综合经济开发区的特点 ，分年级设立了校本“海精灵”系列奖

章 ———蓝色生物章 、蓝色交通章 、蓝色环保章 、蓝色文化章 、蓝色国防章 、蓝色

国土章 ，在贴近当地政府海洋经济发展目标 、贴近基层学校海洋校本开发需

求 、贴近海岛队员生活实际的基础上 ，少先队“雏鹰奖章”真正焕发了“O”型
效应 。

３ ．融入地方课程建设 ，保证活动课时 ，建立“雏鹰奖章”课程

结合教育部门有关减轻课业负担 ，让中小学生走出学校 ，在社会中接受

实践教育的部署 ，把“雏鹰争章”活动作为学校开展实践教育的重要载体 ，纳

入德育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浙江省已于 ２００４年将 ３０枚奖章分年级列入地

方课程枟人 、自然 、社会枠 ，同时组织开展少先队“雏鹰争章”的操作实践进入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学研究 ，以呈现“一单元一奖章”的教学研究成果 ，总结

融入地方新课程 ，凸现少先队组织教育理念的实践经验 。课题研究期间 ，下

发团浙联〔２０１０〕７６号文件 ，争取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 ，强调少先队活动课

时 ，要求每两周保证有一节队课开展争章活动 、每一周保证有一次小队争章

实践活动 。由此 ，逐步落实城乡学校中的少先队活动课时 ，并以此为基础 ，研

究探索基层学校少先队奖章课程的建立 ，进而不断提高少先队“雏鹰争章”活

动的普及率 。

（三）争章方式网络化

１ ．借助互联网络搭建争章平台

在深化“雏鹰争章”与争当“四好少年”的实践研究中 ，努力探索利用网络

新媒体 ，创建中少雏鹰争章网（www ．zscy ．cn） ，构建互联网络争章平台 ，以便

于开展活动 。同时 ，这一网络平台也为基层辅导员 ，特别是广大中队辅导员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服务平台 ，为他们解决了少先队工作投入精力相对缺

乏 、工作资料相对缺乏 、科学规范操作相对欠缺的难题 。

２ ．采用动漫时尚方式创建争章操作程序

将“雏鹰争章”环节细化为“动画导入 、展示目标 、领取任务 、开展实践 、答

题自测 、自主评价 、提交评核 、申请颁章”等操作程序 ；创建了“在线学习 、网下

实践 ，网上网下互动争章”少先队学习实践活动新模式 ；设计了可爱的卡通图

像 ，增加了少先队“雏鹰争章”的时效性 、趣味性和科学性 ；创设了雏鹰小微

博 ，更为当下玩电脑游戏长大的新一代所热切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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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立网络争章试点学校先行经验

在浙江先期进入网络争章试点的 ２２所学校中 ，大队辅导员开展教育引

领 ，中队辅导员积极主动参与 ，信息技术课老师提供技术支持 ，家长辅导员组

建小队辅导 ，队员普遍感受到了“雏鹰争章”的魅力 。网络互动 、动画答题 、微

博交流等 ，大大激发了队员参与“雏鹰争章”的兴趣 。经半年试点实验 ，从中

少雏鹰争章网的使用抽样调查情况反馈所见 ，家长对上争章网的支持率达

８５％ — ９５％ ，队员参与率为 １００％ 、喜好度为 ９１％ ，信息技术老师 １００％ 参与 、

９８％ 支持 。少先队员对雏鹰争章网评价说 ：“网络争章比其他争章方式更易

上手 ，好玩 。可以自己操作 ，自主能动 。很炫 ！可以在家玩 ，可以合理安排时

间 。需要学习的东西 ，能便捷获得 。”这一试点 ，旨在为基层学校少先队辅导

员搭建指导队员规范化 、科学化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平台 ，为新时期加

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探索新途径 。

（四）争章途径社会化

１ ．组建红领巾社团个性争章

社团争章让有共同兴趣的队员走到了一起 ，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的主动

性 、积极性大大增强 ，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的效果更加显著 。而根据不同年龄

特点设立的社团奖章更能激励队员发展自己的个性 。如杭州市胜蓝实验学

校在课题研究中 ，大力开发具有学校特色的社团章 ，将雏鹰奖章列入社团活

动评价 ，将红领巾社团分成四大板块 ，使红领巾社团变得更加精彩 。

２ ．推进少先队社区活动争章

在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评测的基础上 ，社会

各界普遍开始关注少先队的社区活动情况 。如杭州市下城区东新园社区是

青少年道德实践体验点 ，学校以团带队进社区 ，制订小公民“社校联动 、分层

争章”明细表 ，在“社区小公民章”下分层设立“社区爱心章 、社区劳动章 、社区

巧手章 、社区孝敬章” 。在节假日 ，认真组织各年级少先队员到居住社区报

到 ，让队员以假日小队为单位参与各类社区争章活动 。在社区 ，积极争取共

青团员 、“五老”辅导员 、大学生志愿者以及家长的辅导带领 ，鼓励队员参与社

区争章实践体验活动 。据杭州市胜蓝小学课题组研究统计 ，一个学期中 ，低

段 ８０％ 的队员都参加了社区“４奖章”的实践活动 ，可见家长的重视程度和队

员的积极性 ；中段 １２％ 的队员获得了中段社区小公民章 ；高段的队员则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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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自主性 ，有 ２３％ 的队员获得了高段社区小公民章 。这样的社校联

动 ，联动的不仅仅是学校和社区 ，还有家长和社会 。这样的分层争章 ，可以让

队员更加有效 、有目的 、自主地参与争章 ，活动更为扎实有效 。

３ ．依托社会服务机构争章

随着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大力发展 ，在国家 、地方一些免费开放的博物

馆 、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少年宫等场所 ，开辟“雏鹰争章”活动实践基

地 。通过课题研究的推进 ，到目前为止 ，浙江已挂牌建立省级争章实践基地

２０个 。杭州等城市充分利用各种地方资源优势 ，开展校外基地争章活动 。

如依托茶叶博物馆 、丝绸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 ，开展争地方特色奖章 ；依托环

保局建立生态环保基地 ，开展争环保章 、低碳生活章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

开辟嘟嘟儿童城体验馆 ，小社会大体验 ，小奖章大激励 ；金华青少年宫开展流

动少年宫活动 ，把学技能争奖章引入农村社区 ，带动农村少先队员积极参与

校外争章体验 。

４ ．进入家庭和谐社会争章

以家庭为基地 ，东阳市开展“雏鹰争章进家庭”操作模式的实践研究 ，以

“争章养德 、争章拓智 、争章促和”为主题 ，把学校德 、智 、体 、美等教育项目内

化为家庭奖章 ，通过“小手拉大手 ，亲子共争章” ，促进学校 、家庭 、社会有效整

合 ，创建队员品德 、体质 、才艺 、心理等综合发展得以顺利实现的运行机制和

管理制度 。创设激励家庭 、邻里“孝父母 、睦邻里 、同进步”文化盛行的和谐家

园 ，完善了家庭争章“五步运作机制”和议章 、争章 、考章 、颁章 、护章“五步操

作流程” ，打破了传统家庭单纯看分数评优劣的家教定势 ，构建了“家庭进步

共同体” ，成为家庭 、学校拓展少年儿童综合素质的重要阵地和操作载体 。

“孝敬 、礼仪”等家庭奖章如同一根根红线 ，把社区 、家庭 、学校各方面的力量

拧在一起 ，把校内和校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为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素质教

育提供了有效的载体 。

（五）主题教育奖章化

１ ．依据教育主题活动争章

根据各个时期全党全社会的大教育主题 ，贯彻落实全国少工委工作目标

和任务 ，开展少先队专题争章活动 。如今年深入开展“红领巾心向党”主题教

育活动 ，围绕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 ，广泛开展“学党史知党情 ，做党的好孩子”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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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育活动 ，在雏鹰争章网设计开展主题鲜明 、时代感强的争章活动 ，分六个

项目予以推进 ，即“一学党史 ，二唱红歌 ，三寻足迹 ，四画愿景 ，五写箴言 ，六争

奖章” ，将爱党爱祖国等教育内容以网络形式得以彰显 。两个多月下来 ，已有

１８万多队员上网注册 。参加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系列学习实践活动 ，快速提高

了少先队教育活动的覆盖面 ，切实增强了培养未成年人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

朴素感情的实效性 。

２ ．建立经常性的主题教育奖章

少先队工作经常会因为每年教育主题的不尽相同 ，而经常改变教育模

式 ，变换教育频道 。在课题研究中 ，我们总结近些年的成功做法 ，即每年根据

全国工作要求 ，集中一个教育主题 ，策划系列活动 ，设立主题奖章一以贯之 。

如 ２０１１年围绕全年主题教育活动设立“知党爱党章” 、“爱党故事章” 、“平安

自护章”等 。这样的工作模式 ，整合了教育资源 ，增强了教育合力 ，扩展了“雏

鹰争章”的路径 ，教育效果更为明显 。

（六）争章机制常态化

１ ．争取政策支持

团省委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

省少工委联合下发文件〔２０１０〕７６号文件 ，将“雏鹰争章”列入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教育活动 ，融入新课程地方课程建设 ，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定 ，

不断开发雏鹰争章“积极引导 、自主参与 、不断激励”的育人功能 ，使“雏鹰奖

章”真正成为衡量少年儿童综合素质的重要依据 。

２ ．列入学生综合素质评定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定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 “雏鹰争

章”活动是少先队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 ，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定中具有导向

性 、先决性等功能 ，把“雏鹰争章”活动纳入对队员综合素质发展的评价体系

之中 ，进一步构建了少先队服务素质教育的有效机制 。在课题研究中 ，杭州

市将少先队员参与“雏鹰争章”活动纳入枟中小学生成长记录册枠 ，列入学生的

综合素质评定中 。舟山市则依据小学生综合素质评定的内容 ，为每一位队员

建立了枟雏鹰争章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档案枠 。具体操作中采用新课程背景下

多元评价的原理 ，注重队员自我评价与队员间的互相评价 ，中队评价 、小队评

价以及辅导员 、家长和社会评价的相结合 ，以品德素养教育进行德育评价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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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竞赛活动进行特长素质评价 ，以生活技能训练进行生活技能素质评价 ，

以雏鹰综合性奖章为载体实施全面素质评价 ，以此衡量少先队员思想意识及

综合素质的培养成效 。

３ ．建立教育评估督导机制

通过课题研究探索 ，将少先队工作列入学校发展规划 、督导机制 ，将少先

队“雏鹰奖章”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定中 。在具体操作中 ，实行了分层争章多

元评价 。在评价标准上 ，强调了层次性和多样性 ，一改以往一个层面的评价

方式 ，通过二次评价 、多元评价 ，分级达标 ，体现一枚奖章多级要求 。满足了

不同层次队员充分发展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 。在评价形式上 ，一改以往单

一的汇报和过分强调终结性评价的偏向 ，强调了全程激励 ，实现了形成性评

价 、非测试性评价 、表现性评价等形式的结合 ，体现了评价方式 、手段 、工具的

多样化 。在评价主体上 ，一改以往偏重辅导员教师评价队员的倾向 ，强调了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实现了辅导员 、队员 、家长等共同参与 ，立体互动 。在评

价过程上 ，一改以往过分注重短期 、集中的终结性评价的偏向 ，强调了评价贯

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实现了日常评价 、阶段性评价与期末评价全程信息

收集的有机结合 。在评价心理上 ，一改以往“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尴尬 ，强调

对队员自我意识 、主动意识的唤醒 ，激发了每一个队员的内驱力 ，实现了让每

一个队员自主发展 、充分发展 ，使得人人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 。多层次多元

化的评价方式 ，激活了少先队员的争章热情 。

三 、课题研究成效

（一）少先队“雏鹰争章”全面深化

课题研究围绕根本任务和争当“四好少年” ，将新时期少先队工作目标真

正落到实处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和载体 。构建少先队“雏鹰争章”的六大

运行机制 ，即分层设章一体化 、争章活动课程化 、争章方式网络化 、争章途径

社会化 、主题教育奖章化 、争章机制常态化 ，创设了具体可推广的“雏鹰争章”

操作模式 。课题研究实验成果得到了各级少先队领导的高度评价 ，得到了社

会各界和家长的关注支持 ，得到了基层少先队组织的普遍认同 ，得到了基层

少先队辅导员的一致认可 ，得到了广大少先队员的积极参与 。通过课题研究

构建少先队“雏鹰争章”的保障机制 ，推动了新时期少先队“雏鹰争章”活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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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深化 、可持续发展 。

（二）少先队员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少先队“雏鹰争章”活动新模式 ，改变了队员的学习方式 ，队员善学 、会

学 ，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分层争章 、社团争章 、社区争章 、网络争章 、基地争

章 ，队员参与争章兴趣普遍增强 。分层争章 、网络争章有效地突破了争章活

动发展的瓶颈 ，让队员真正成为争章的主人 ，不但队员争章的兴趣大增 ，而且

争章的实效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

（三）少先队辅导员专业水平整体提升

通过课题研究 ，充分调动了大 、中队辅导员的积极性 ，不断增强了他们的

责任意识 。加强分类指导 、培训力度 ，帮助大 、中队辅导员全面理解 、自觉实

施研究计划 ，真正了解“雏鹰奖章”活动的理念 ，掌握“雏鹰奖章”活动的操作

技能 。找准“雏鹰奖章”与争当“四好少年”活动教育的切入点 ，研究探索分层

争章的指导方式 ，争章方案分层“制” 、争章主题分层“提” 、争章载体分层

“选” 、争章目标分层“定” ，激励基层辅导员创造出更加科学 、生动 、鲜活的少

先队工作经验 ，整体提升了辅导员队伍的专业水平 。

新时期新阶段 ，我们将不断学习 ，不懈余力继续研究 ，探讨建立少先队

“雏鹰争章”学科体系 ，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少先队组织的

独特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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