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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 
文件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教 育 局 
 

 
普教德〔2024〕7 号 

 

 
关于印发《“YI 苏河”2024 年普陀区 

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方案》的通知 
 

区教育系统相关单位： 

现将《“YI 苏河”2024 年普陀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系列

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遵照执行。 

 

附件：“YI 苏河”2024 年普陀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系列 

活动方案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教 育 局          

                       202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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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YI 苏河”2024 年普陀区中小学爱国主义 
教育系列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爱国主义教育法》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四五”

规划》等文件要求，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传承和弘

扬爱国主义教育精神，区教育局设计开展“YI 苏河”爱国主义

教育系列活动，围绕普陀区打造“半马苏河”生活秀带和发展

秀带的城市理念，开展“议苏河”“意苏河”“艺苏河”“E

苏河”四大系列活动，形成河湾思政学堂教学实践案例、“小

委员议苏河”优秀提案、“红领巾讲解员”优秀作品、陶艺非

遗等主题艺术展、锦绣河湾音乐剧（第四季）展演等，引导普

陀学子在丰富的校内外学习生活体验中，提升爱普陀、爱家乡、

爱祖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情感，共同营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的浓厚社会

氛围。 

二、活动内容及安排 

（一）议苏河——书写“大思政课”实景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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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苏河秀带上的‘大思政课’”展示活动。召开区

教育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讲话精神五周年推进会，围绕苏河水岸文化设施建设、馆校

课程建设等开展教学观摩，发布《半马苏河 赤色沪西——“普

陀大学堂（红色学堂）”研学实践活动课程案例集》，建立

“大思政课”建设兼职教师，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

课堂”协同育人，加速上海“大思政课”建设整体试验区成果

转化，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落细。 

2.开展河湾思政学堂教学实践。各学校立足教学主阵地，

挖掘“半马苏河”文化资源和普陀“一带一心一城”城市发展

的育人价值，在思政课（道德与法治课）、历史课、地理课、

语文课、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等各学科教学中主动融入，

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 

活动要求：2 月至 10 月，各学校开展“河湾思政学堂”集

体备课，至少提交一份优质教学方案；上海“大思政课”建设

整体试验区基地校探索开展思政课教师与学科教师联合教研，

每校至少打磨完成一节“河湾思政学堂”实景教学精品课。 

3.开展“小委员议苏河”提案征集活动。区少工委组织开

展提案征集活动，围绕“苏河水岸”的城区发展、自然生态、

文化设施、百姓生活等角度聚童意、集童智、凝童心。初高中

学校结合社会考察、模拟政协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学生关心普

陀，增强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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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 

活动要求：2 月至 10 月，各学校少先队指导各小队、中队、

大队撰写“议苏河”提案，尤其要发挥区少先队红领巾理事会

成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学校推荐优秀提案参与区级评选和展

示。区少年队队长学校开展暑期专题培训，通过专家授课、实

践教学等方式，提升队长能力。初、高中学校可结合社会实践、

社会调查、模拟政协等活动，指导学生完成社会考察报告。区

协商民主学生实践体验基地学校需至少完成一份优秀提案，提

交至区政协。 

（二）意苏河——共展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4.开展红领巾讲解员活动。普陀区“一河两岸三段十八湾”

的空间结构、丰富的百年民族工业、宝贵的红色历史资源、沿

岸的城区发展、生态治理等，凝聚着普陀城区发展的历史积淀，

也是了解普陀、热爱家乡、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切入点。各中

小学要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在校园广播站、苏河水岸边、

赤色工运地等场所，讲解普陀百姓的幸福生活、都市的创新活

力、工运记忆中的红色引擎等。 

活动要求：各学校结合寒暑假生活和红领巾说新闻活动等，

指导学生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并择优选送 1-2 份视频作品

参与区级评选和展示。 

5.开展“半马苏河”City walk 活动。普陀区正在积极开

展“半马苏河”七彩秀带建设，在“幸福、科创、金融、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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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态、数治”七个领域深度开发，优化功能布局，培育

核心产业，打造城市地标，不断激活滨水空间记忆，让居民享

受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生活。组织学生围绕“半马苏河”七

彩秀带设计科技、艺术、历史、建筑等不同主题研学线路，通

过城市行走，感受城市发展，制作 City walk 攻略，引导学生

在实践中感受普陀的变化，增强自豪感与自信心。 

活动要求：各学校选择 1 个或多个秀带主题，形成“特色

秀带”研学路线，通过学校微信公众号展示学生们的创意作品，

并择优推荐 1-2 份攻略作品参与区级评选和展示。 

（三）艺苏河——描绘幸福生活多彩画卷 

6.开展“苏河记忆”非遗文化系列活动。区青少年教育活

动中心指导各非遗传习基地学校，组织开展“非遗动手做”主

题活动，走进最自然的苏河，通过灯彩、花艺、年画等传统手

工艺非遗项目，多维度、多样态地呈现苏河的红色文化、工业

文明、水岸联动，设计半马苏河文化 IP、短视频等，创作属于

自己的时尚，让苏河之美与非遗文化相得益彰，激发创造激情，

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精神

面貌。 

7.开展“锦绣河湾”校园艺术创作展评。区青少年教育活

动中心举办首届区校园戏剧节，以“一季度一经典”的河畔戏

剧舞台，呈现经典之作。以经典版、驻场版及巡演版“锦绣河

湾”艺术作品征集为目标，强化“新文本孵化计划”，深度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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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普陀市民以“河”共荣共生的动人故事，以红色沃土浸润学

生心灵，丰厚师生文化底蕴、内化爱国情怀，引导学生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 

（四）E 苏河——畅想数治未来高能画卷 

8.开展“未来水世界：E 苏河数治探索”科普系列活动。

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充分发挥长风校区市级科普教育基地的

资源优势，通过“E-水世界探险”“E-水循环实验”“E-水环

境治理”等系列活动，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水循环知识、水资源

管理、环境保护以及数字治理的科学技术，激发学生的科学兴

趣和创新能力。 

9.开展智创未来职业体验活动。区教育局与区内外科研院

所、创新园区等合作共建，形成一批适合青少年学生科学素养

提升的优质教育资源。各中小学要主动探索“劳动+”职业体验

模式，打造智创未来职业体验课程，充分整合各方面资源，组

织学生走进产业园区，体验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和人

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加深对自主创新能

力的认识，增强自我发展的内驱动力。 

活动要求：各学校结合劳动教育宣传周、职业体验、生涯

教育、社会实践等活动，拓展科创类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或场所，

形成“劳动+”活动案例。 

三、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组织落实。各学校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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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对中小

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重要意义的认识，将爱国主义教

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细化

措施，在区域整体方案的基础上，立足校情学情，精心设计校

本化实施方案，确保各类活动既富有思想性、教育性，又有吸

引力、感染力。 

2.协同育人，提升实效。各学校要统筹社会资源，丰富活

动形式，广泛开展动员，发挥党团组织、少先队、学生会、班

委会、学生社团和全员导师制的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对家庭教育的专业支持，引导家长积

极支持、配合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形成校家社协同育

人的良好局面。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学校要分阶段分步骤扎实推进

各项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及时总结凝练典型经验和实施成

效，利用校内广播、校园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活动中的

特色亮点、优秀作品、优秀个人进行宣传展示，深入挖掘校园

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和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为培

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创造良好环境，营造浓厚的爱国主义教

育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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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