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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教 育 局
〔2023〕苏教办复第 154 号 签发：周志芳

对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
第 452 号提案的答复

葛霞青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应对网络泛娱乐化现象，加强青少年主流思

想教育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加强青少年主流思想教育开展情况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

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表重要

讲话。一直以来，苏州教育系统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

筹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扎实开展深入、持久、生动

的爱国主义教育，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一）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将主流思想教育贯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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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全过程

一是将主流思想教育与学科教学紧密结合。把爱国主义等主

流思想精神有机融入到大中小学德育、语文、历史、地理、体育、

艺术等各学科教育教学实践当中，挖掘各门课程所蕴含的主流思

想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教育功能。

二是推动主流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紧密结

合。在各中小学用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下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进教学楼、进班级、进课堂、

进宿舍、进教材、进师生头脑的通知》。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

和文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传统进课程教材。

三是积极推进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基于大中小学思政课

程，积极与在苏高校对接，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印

发《苏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育联盟建设规划》，首批 42

所大中小学校组建教育联盟，覆盖各学段各学科。开展“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课题研究。发挥在苏州高校专家智库引领

作用，遴选建设 10 个思政名师工作室、36 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示范课，打造在苏州本科高校精品在线课程 11 项。建立思政课教

师准入查询制度。开展思政课教师全员培训和轮训工作，与苏州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共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研究生工作

站，进一步推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教师发展。

（二）拓展育人渠道，丰富新时代主流思想教育的实践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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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好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苏州市共有市级及以上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90 多家，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苏州

充分发挥校园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育人功能，打造“家

在苏州·e 路成长”社会实践体验站，全市建成体验活动站 168

家，其中包含大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体验站与全市 300 多

所中小学校结对，实时记录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体验的活动记录。

二是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作用。大力挖掘全市 188 所百

年老校的校史、校训、校歌中的红色元素，编撰校本教材、纳入

校本课程，传承弘扬属于苏州教育的红色传统和红色精神。打造

“行走的思政课堂”，推出 8 条未成年人实践路线，包含 20 多个

红色点位，30 多项红色研学社会实践活动。联合市委宣传部开展

“成长苏州·党的光辉照我心”红色研学暨“七彩的夏日”未成

年人主题教育活动，厚植广大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在青少年学

生中举办活动“寻访身边的‘红色宝贝’”活动，学校共举办

“红色宝藏”展 600 余场次，全市中小学校学生已经共同搜集到

红色宝贝 8000 余件，线下参与人数达到 8 万人次。

三是抓住重大节日以及重要时间节点充分挖掘教育资源。围

绕清明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烈士纪

念日、苏州解放日等重要节日，2022 年组织开展了“行走的思政

课——重温英雄故事传承爱国情怀”“铭记红色历史，传承苏州

精神——苏州中小学‘纪念苏州解放日’主题活动”“童心向党

——‘童志里的英雄’致敬先烈网络文明传播活动”等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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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

（三）创新育人方式，营造新时代主流思想教育的浓厚氛围

一是用好广播网络等大众传媒。把爱国主义等主流思想主题

融入贯穿媒体融合发展，唱响互联网主旋律。与苏州市委宣传部、

广电总台联合策划制作“开学第一课”精品思政课，邀请市委书

记做开学寄语，组织全市学生集中收看。利用校园广播、晨读、

思政课等平台和载体，打造“微课堂”，用足用活新媒体，依托

“爷爷宣讲团”“园丁先锋故事汇”“少年说”等宣讲品牌，制

作了大量微视频、微课堂等宣讲产品。2021 年 11 月，苏州青少年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百集音频

节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上线，在全国首创

思政课程公共音频学习模式，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充分发挥声

音传播优势和移动传播媒介的便捷，突破思政教育时空限制，实

现思政课程时时听、处处学。开展“强国有我、未来看我”心声

接力活动，全市中小学生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各级各类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场馆等阵地，采取形式多样的拍摄方式，

记录新时代青少年对党许下的青春誓言，覆盖全市 130 多万中小

学生，371 所中小学参与。

二是挖掘和运用校园文化主流思想教育功能。注重运用校园

仪式礼仪，认真开展“八礼四仪”养成教育，向全市中小学发放

“八礼四仪读本”。结合青少年学生成长阶段中的重要节点，将

主流思想教育融入入学仪式、成长仪式、青春仪式、成人仪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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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等群团组织政治启蒙和价

值观塑造作用，结合爱国主义内容上好开学第一课，上好团队课、

班队会。通过质朴庄严的升旗仪式、国旗下讲话等，强化青少年

学生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

三是推动主流思想精神转化为强国报国的自觉行动。组织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系列说活动，组建“红色青年讲师

团”“红领巾巡讲团”“红领巾讲解员”，组织红色经典诵读大

赛，团员们、队员们通过歌咏、朗诵、少年说、青年说、教师说

等方式抒发爱国情。搭建实践平台，让青少年们在红色研学中用

脚步丈量新时代的家乡大地，体悟爱国心。在暑假，开展“强国

有我，红色接力”暑期红色研学活动，打造“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互动体验、“红色丰碑”等一系列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

红色研学线路和体验站，帮助青少年感受红色文化，以实际行动

争做爱国主义好少年。

（四）强化网络综合治理，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自 2018 年起，苏州坚持增强全市青少年学生网络安全意识，

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技能，全面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2022 年

以来，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条主线，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切实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水平和能力，有力保障全

市教育系统网络和信息安全，全力筑起校园网络安全盾牌，营造

立德树人的清朗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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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制度建设，切实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印发《全市教

育系统 2022 年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工作要点》，修订并出台《苏州

市教育系统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以推进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

为主线，规范网络安全事件工作流程，提高教育系统重要保障时

期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水平。

二是树牢底线思维，打造网络安全教育阵地。在总体国家安

全观指导下，苏州深化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紧扣重大主题、重

要节点，遵循和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

安全应急演练、青少年网信普法、网络安全素养提升等活动，弘

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引导学生增强网络安全意识，规范网络

行为。各地各校充分结合国旗下讲话、板报、晨会、班会、信息

技术课、宣讲、家校互动等活动形式，扩大网络安全宣传范围。

探索开展“体验智能魅力 牢记网络安全”体验活动，带领学生走

进苏州智能制造融合发展中心，体验“新苏州制造”中智能科技

带来的全新感受，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网络安全素养。设置校园专

题宣传栏进行网络安全知识宣传，增强学生“健康上网，拒绝沉

迷网络”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三是部署专项治理，推动网络安全规范管理。进一步督促苏

州各地各校强化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压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深

入排查问题隐患，加固重要网络、重要系统、重要数据的安全防

护。组织开展弱密码专项治理行动，专项行动覆盖市教育局直属

和 10 个县市区的中小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初步实现弱口令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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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组织开展等级保护专项行动，指导各地各校摸排定级情况、

落实定级建档、开展测评备案。围绕通讯网络诈骗等领域诚信缺

失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落实警校联动反诈宣传机制，组织全

市中小学、幼儿园和在苏高校开展反诈防范宣传进校园活动，全

面提高在校师生的防范意识。

二、问题和不足

但是，正如您所说的，当前娱乐化信息大量传播，对青少年

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对我们的主流思想教育

造成了一定冲击。一是学生的自觉能动性还需进一步提高，将爱

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的能力需要增强。二是爱国主义家庭教育

需要进一步加强，家长要注重爱国主义教育的引导，部分家长需

要树立科学的成才观、育人观，家校合力还需进一步加强。三是

利用网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需要进一步拓展，要进一步营

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环境，提供更多网络优秀产品，开展更丰富的

提升网络素养活动，同时提高信息优劣辨识能力和网络安全防范

意识。

三、下一步做法

结合苏州教育系统实际以及您的建议，我们将不断强化学校

作为青少年教育主阵地的作用，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加强青少年主

流思想教育，进一步加强网络监管，净化青少年网络空间环境。

（一）不断强化校园教育主阵地作用

充分发挥思政课程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要抓紧抓牢育思



- 8 -

政课关键课程作用，加强思政课程建设，让主流思想成为思政课

的重要内容，持续推动主流课程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各学科协同

育人作用，对中小学各学科教材中蕴含的主流思想内容进行进一

步挖掘与探索，结合当代青少年特点，积极探求主流思想教育目

标和各学科教学的切合点，将主流思想与学校教育教学更好地融

合，做到入心入脑。进一步拓展育人渠道，充分利用好我市丰富

的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载体，不断探索更多的育人方式及实践活动，

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

（二）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主

流思想文化

市教育局历来注重网络新媒体平台建设，苏州教育微信公众

号平台关注用户即将突破 110 万，平均日更 3 条信息，节假日不

停更，长期位于全市各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排行前三，关注群体

主要为苏州全大市的教师、学生、家长，具有极大传播力和影响

力。公众号所发布的内容线索来自一线校园，紧贴师生家长需求，

权威发布群众关注的教育资讯，生动展现苏州教育良好风貌和师

生风采，坚决杜绝娱乐化和负能量，内容发布经过精心策划和层

层把关，确保准确、生动、正能量，在师生家长群体中起到正向

引导作用。2021 年，苏州教育微信视频号上线，致力于发布制作

精良的优质短视频，邀请学校一线师生参与录制，市电化教育馆

专业视频制作团队操刀，近 2 年来发布短视频 400 余部，17.8 万

人关注，日均观看量过万，视频号采用直播形式为学生带来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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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德育、心理、家庭教育等多彩线上课堂，吸引师生家长广

泛关注。市教育局将以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为主要载体，结合苏

州教育官方微博、苏教融媒今日头条号、苏州教育电视等多媒体

平台，积极打造苏州教育新媒体传播矩阵，持续扩大传播范围和

影响力，努力成为苏城师生家长以及关心关爱教育的社会人士获

取教育资讯和展现师生风貌的第一窗口，青少年思想文化宣传的

第一阵地。

（三）进一步加强网络监管，净化青少年网络空间环境

市教育局积极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每年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重点整治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良网络社交行为、低俗有害

信息和沉迷网络游戏等问题。建立联合整治涉未成年人非法有害

出版传播活动工作机制，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综合治理

网上网下非法出版传播活动。联合宣传、司法、公安等部门共同

建设苏州立达中学校园服务站、苏州城市学院服务站、姑苏区少

年宫等一批线下校园网络普法服务站、工作站，提供集创意展示、

互动体验、培训交流为一体的普法服务，成为广大师生组织开展

网络普法实践活动有益支撑。依托校园普法站工程，以点带面筹

建校园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通过“身边的网络文明志愿者”引

导在校学生群体自觉规范文明用网。同时强化家庭教育，加大对

家长网络教育和引导技巧的培训力度，普及家庭教育知识，联合

家长共同做好抵制互联网和手机不良信息工作。苏州将以党的二

十大关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要求为引领，提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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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护意识水平，加快构建网络安全教育体系，切实将网络安全

覆盖各学段；统筹规划、鼓励和引导中小学生到网络安全教育社

会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积极推动

社会实践教育与网络素养教育有效衔接，让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的

意识在苏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

自觉维护网络安全，努力成为网络安全的参与者、守护者、贡献

者。

苏州市教育局

2023 年 5 月 31 日

联系人姓名：徐国明

联 系 电 话：65218596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文广旅局、市委宣传部、团市委。

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5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