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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教基字„2022‟8 号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经研究，决定 2022 年继续在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含专

门学校、特殊教育学校、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下同）开

展红色（红色基因）、绿色（生态文明）、古色（优秀传统文

化）文化教育活动（以下简称为“三项文化”教育活动）。具

体方案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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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2 年全省中小学幼儿园红色、绿色和古色文化

教育活动方案 

 

 

 

 

江西省教育厅 

                                2022年 3月 5日   

（此文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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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要求，以

“第一等工作”加快提升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水平，结合江西

省情特色，做大做强江西中小学“红色、绿色和古色”三项文

化教育品牌，创新德育工作实施途径, 特制定此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通过红色文化教育，加强党史国情省情教育，推进红色基

因传承，坚定理想信念；通过绿色文化教育，亲近自然与科学，

积极保护和建设绿色家园；通过古色文化教育，引导学生学习

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传统文化力量，促进身心健康成长。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3月至 11 月。 

三、活动对象 

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含专门学校、特殊教育学校、青少年

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下同）学生及相应指导教师。 

四、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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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校要结合实际，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特点，结

合“双减”政策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吸

引力强的“三项文化”教育活动，增强学生爱党爱国爱家乡的

美好情感，重点组织开展好以下三项活动： 

1.“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实践活动。各地各校要围绕“党

的二十大”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 100周年”两个重大

主题，依托思政课主渠道，开展好红色文化教育，加强中国共

产党党史学习、时政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引导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通

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如主题读书、红色诵读、影视欣

赏、红色剧表演、微视频创作、走进纪念馆、红领巾争章、时

政微课堂等，让学生在活动中成长，在趣味中提升，让学生走

进社会，认识社会，触摸时代发展脉搏，获得有价值的人生体

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热爱集体、团结向上、百折

不挠、自信乐观、乐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在实践中感受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奉献力量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2.“走进自然科学”教育实践活动。各地各校要落实“双

减”政策要求，一是要“走出去”，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

围绕学生感兴趣的自然科学课题，让学生在大自然中探索和体

验，通过自然实验、标本制作、春秋游、亲子游等形式，感受

自然之美和生命的神奇，培养学生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热

爱。二是要“请进来”，充分发挥各地自然博物馆、科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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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工作者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广泛开展“科学家进校园”自然

科学讲座、科普展览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科学就在

身边，培养学生求实客观、追求真知、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

科学精神。 

3.“沿着非遗游江西”教育实践活动。各地各校要充分挖

掘赣鄱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组织学生走进博物馆、探访

古色遗迹、民俗采风、古色文化艺术写生、寻访传统老字号、

寻访民间艺人、搜集民间故事等形式，引导学生在走读中寻找、

发现和体验江西非物质文化，总结和提炼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

所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内涵，了解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现

状，让学生在走读活动中增强文化自信，以“我是江西非遗文

化推介人”的形式推介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讲述非遗背后的

故事，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人们所产生的潜移默化

的推动作用。 

五、活动形式 

（一）主题征文 

内容可讲述自己在学校“三项文化”教育活动、少先队或

团支部集体志愿者活动及红领巾争章实践活动中的经历和感

受，或者介绍自己在“走进自然科学”活动中的成果或收获。

征文要求内容真实、思想观点正确，严禁抄袭（凡抄袭作品一

律取消评奖资格）。 

征稿要求：（1）文体不限，题目自拟，正文统一用宋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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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字体，文章标题下须注明参赛选手的姓名及所在年级，征文

后需附 1-3 张活动佐证照片。（2）字数要求：小学 1-2 年级

学生字数不少于 100 字，3-6 年级学生字数不少于 300 字，初

中生字数不少于 500 字，高中生字数不少于 800 字。（3）文

件命名格式：地区（如：南昌市红谷滩区）+年级+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4）指导教师不超过 2 人。（5）各专门学校、特

殊教育学校或县（市、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参照相应学段

要求进行（下同）。 

（二）视频征集 

1.团体视频：围绕迎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召开

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 100 周年”两个重大主题开展的

系列专项行动，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可以拍摄弘扬传播文明、

奉献爱心、服务新风尚的志愿者行动，以视频形式呈现教育系

统广大师生喜迎两个重要活动的浓厚氛围。围绕“红色、绿色

和古色”系列文化读本中关于“党史与时政故事”相关素材进

行舞台剧创作及拍摄，展示新时代师生积极进取、感恩奋进的

良好精神风采。  

2.个人视频：围绕“红色、古色、绿色”三个要素，可以

选择其中一个主题开展拍摄：“红色”主题可以“传承红色基

因、庚续红色血脉”为核心拍摄、讲述家乡的红色景点、爱国

主义场馆，记录开展“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实践的心得体会、

感受及收获；“绿色”主题可以“绿色环保、绿色崛起、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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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为核心，拍摄、讲述师生在校园节能、节水、垃圾分类

及新农村建设中为“美丽校园、美丽家乡、美丽江西”所做工

作与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师生在生态文明工作中的良好精神

风貌；“古色”主题可以“沿着非遗游江西”实践活动进行视

频拍摄，展示自己探寻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事，以“我是

江西非遗文化推介人”的新媒介形式推介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

展示非遗文化魅力。 

视频拍摄要求：（1）视频内容要围绕主题开展，内容阳光

向上，充满正能量。（2）视频拍摄及制作设备不限，要求画面

清晰、镜头运用流畅、声画同步没有杂音。（3）格式：采用 MP4、

AVI、WMV、MPG4 等常用视频格式进行展示。（4）容量：360M

以内，时长 5-7分钟内。（5）团体作品指导教师原则上不超过

4 人，个人作品指导教师原则上不超过 2 人。 

六、活动评比及展示 

3-9 月,各中小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广泛阅读红色、绿色和古

色方面的作品和读物，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丰富相关知识。

指导学生课余或假期关注江西省博物馆在“江教在线”微信公

众号开通的“虎伢子说江西”专题视频栏目，开展系列主题活

动，并及时将参赛作品上传至“江教在线”活动平台，县（区）、

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按照时间节点、相应获奖比例逐级开

展评审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上传作品（9 月 10 日前完成）。上传作品要符合征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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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视频制作要求。主题征文及视频上传分为学生个人组和学

校集体组两类组别。学生个人组由学生个人登录“江教在线”

平台首页，点击“教育活动”，选择参评项目，以学生身份证

号码作为账号登陆，初始密码为学生身份证号码后 6 位，登录

后填写作品信息，上传主题征文作品或视频作品。学校集体视

频使用学校账号登录上传。 

2.县级初评（10 月 10 日前完成）。各县（市、区）教育

局按照本地区各级学校上传作品总数 30%的比例评奖后及时公

布县级获奖名单，并于 10 月 10 日前按照不超过学校上传作品

总数 15%的比例推选县级获奖作品至市级平台。 

3.市级复评（10 月 30 日前完成）。各设区市教育局按照

不超过本地市学校上传作品总数 10%的比例评奖后及时公布市

级获奖名单，并于 10 月 30 日前按照不超过学校上传作品总数

8%的比例推选获奖作品至省级平台。 

4.省级遴选（11 月 25 日前完成）。省教育厅根据各设区

市活动组织情况和上报作品数量，适时下发各设区市“优秀作

品报送名额、先进个人及先进单位推荐名额”通知，并组织专

家按照不超过学校上传作品总数 5%的比例对入围省级平台作品

进行评选。 

5.成果展示（12 月 10 前日完成）。按照“红色之魂”“绿

色之美”“古色之韵”主题适时进行“三项文化”教育活动成

果现场展示（具体时间及方案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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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省级奖项设置：主题征文、个人视频展示、集体

视频展示均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同时设置先进个人、

先进单位奖项。省级先进个人由各县（区）、设区市教育行政

部门逐级推荐，省级先进组织单位、先进学校按照“教育行政

部门重视程度、学校氛围营造、学生积极参与度、初评复评进

展情况、省级个人获奖情况”等因素综合评价进行遴选。除集

体奖项保留颁发奖牌外，其余省级个人奖项均颁发电子荣誉证

书。获奖作品择优推荐在《小学生之友》《初中生之友》《高

中生之友》等刊物发表。 

八、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工作指导。开展“三项文化”教育活动，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双减”政策要求的具体举措，是

德育工作的重要抓手。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加强学

生党史教育、国情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重要性。各设区市、县教育局要加强组织领导，指导好各学校

扎实开展三项文化教育活动并取得实效。 

2.精心组织，营造活动氛围。各地各校要积极整合资源、

统筹协调，制订活动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并依托有效载体，

创新活动形式，积极推动活动开展，打造富有时代气息、体现

文化内涵、具有价值导向的品牌活动。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

术的作用，利用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广泛发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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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幼(含专门学校、特殊学校、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师生积极参与。 

3.开拓创新，提升活动实效。为更好开展学生实践活动，

江西教育厅将组织开展“科学家进校园”公益科普讲座，同时

通过《小学生之友》《初中生之友》开辟自然探索专栏,江西

省博物馆亦将组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通过“江教在线”微信

公众号开通“虎伢子说江西”专题栏目，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

线上学习赣鄱文化平台，请各地各校组织学生积极关注。师生

实践活动情况可发送至专栏投稿邮箱：179193464@qq.com。 

12 月，省教育厅将根据活动开展情况，评选一批优秀学

生、指导教师、先进学校和先进（市、区）教育局。请各地各

校认真部署，扎实做好相关工作，凝心聚力做实做强“三项文

化”教育活动品牌。 

联系人：1.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周新兴，联系电话：

0791-86765135。2.江西教育传媒集团敖小英、陈飞，电话：0791

—86756283、0791-86756091、15079139627；技术支持秦小兵，

电话：1376718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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