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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爱”暑期青少年系列教育活动

摘　要　自 2003 年以来，“夏之爱”暑期系列教育实践活动整合上海师范

大学开办的“石泉爱心学校”大学生志愿者资源，始终以“未成年学生健康、

快乐成长”为己任，不断深化社区未成年人暑期文化活动内涵。

为了进一步探索石泉社区德育教育活动体系，石泉街道社区学校正在

致力研究与探索，着力寻找暑期未成年教育工作的结合点，构建有效的社

区学校暑期德育活动的运行机制，现已逐步摸索出适合石泉社区未成年暑

期教育的一条新路子——“夏之爱”暑期青少年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学校

将活动课程化、主题系列化、载体多样化，播撒志愿者之爱，用“爱”感

染和培育未成年人的心灵，用“爱”影响和发展未成年人的道德情感，用“爱”

形成未成年人完美的人格和情操，用“爱”促进未成年人为和谐社会多作

贡献，构筑起了石泉街道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区教育环境。随着社

会方方面面关注的增多，“夏之爱”这一富有时代特色、社区特点的暑期

工作特色项目在社会上的反响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已俨然成为市、区、

街道暑期未成年工作的德育品牌。

一、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确保各项教育活动有序开展

（一）思想重视

石泉街道领导高度重视，把“关心下一代，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修养”

放在街道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学习与研究，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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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工作要求，为全力推进“夏之爱”暑期系列教育活动，并使其有序、

有效地开展指明了方向。

（二）组织健全

由分管社区教育的办事处副主任任组长，下设街道相关科室、社区学校、

爱心学校、辖区内中小学校、居委会等负责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全面负责

和落实“夏之爱”暑期系列教育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上师大“爱心学校”

大学生志愿者已成为暑期系列教育活动中一条绚丽夺目的风景线。

（三）机制保障

为有效促进各项工作落在实处，暑期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各层面的日

常工作会议联席制、工作研讨制、日常活动检查管理制及评优表彰机制等。

“夏之爱”暑期系列教育活动有声有色、蓬勃发展得益于各级单位的多方

参与、支持与配合。

二、调研为先，满足需求，提高社区未成年人参与活动的自

觉性与主动性

（一）开展多层面活动需求的大调查

根据每年度的暑期工作要求，学校发动社区学校专职教师深入到各居

委会和中小学，采用交流座谈、调查问卷等形式听取居民、家长、学生及

教师等的多方意见，对社区未成人暑期活动开展需求调查，探讨教育活动

内容与形式的可行性，建立符合社区未成年人兴趣爱好的活动项目，最大

限度地满足未成年人的学习活动需求。

（二）开展社区内教育资源的大排查

随着未成年人参与热情的剧增，社区教育活动的教学师资志愿者队伍、

未成年人志愿者自我管理队伍的不断充实与优化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

在挖掘人才，寻找合适人力资源中，学校通过各方单位组织推荐、闲谈走访、

上门拜访等多种渠道，把涌现在各行各业的劳模、离退休老干部、教师、法官、

交警、部队官兵，甚至有一技之长的居民、大中学生等优秀力量聚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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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在参与教学、管理以及服务中奉献他们的爱心与

责任心。

自 2003 年来，无论是在活动课程设置、教学师资志愿者队伍的优化上，

还是在未成年人志愿者自我管理队伍的充实上，学校始终坚守“调研为先” 

的信条，把未成年人对活动的知识性、科学性、娱乐性、趣味性的需求放

在首位，切实通过精彩纷呈的菜单式课程管理，提高社区未成年人参与活

动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活动开办以来的 12 年里，社区已凝聚了 200 多人的

志愿者服务团队，平均每年 2000 多名未成年人参与活动，石泉社区已成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乐园。

三、深化主题，菜单式管理，构建未成年人文化服务体系

（一）抓住一条主线

石泉社区“夏之爱”暑期系列教育活动始终围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发展个性，健全人格，提高综合素质”的理念，将课程活动化，

实施菜单式管理。

（二）注重三个“结合”

活动主题与社会教育形势相结合。学校紧紧围绕各时期教育形势，分

别以 “奥运精神伴我行”“抗震英雄在我心”“文明世博—文化世博—科

技世博—奉献世博—平安世博”“红歌汇演、红色征文、红色足迹探访”“让

爱点亮创意生活”“我的中国梦”“礼义传承在心”等为主题，开展了一

系列教育活动，把鲜活的教育思想适时适机、润物无声地注入未成年人的

心田中。

活动主题与菜单式板块设计相结合。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知识

水平、兴趣爱好的不同，学校将活动主题不断深化与拓宽，融科学、知识、

趣味、娱乐为一体，力求增设更新颖、更有趣、更受未成年人喜爱的活动

内容以供学生进行菜单式选择。在多年的摸索与实践中，学校不断推陈出

新，精心设计了五大课程教育活动板块，如文化知识、科技制作、技艺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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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体育、思想教育等，菜单式课程活动项目从 2003 年最初的 21 项拓宽

到 2014 年的 60 多项，历经 12 年，菜单内容增加了两倍以上，足见“夏之

爱”内容的丰富多彩，愈办愈红火，可谓遍地开花。

活动主题与弱势服务群体相结合。对于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如残疾和

困难家庭、农民工子女、孤寡老人等服务对象，学校专门成立大学生帮困

助学志愿者队伍，提供不同需求的免费服务，与敬老院、阳光之家结对，

与启星学校共建，开展了“友爱结对，携手成长”“幸福忘年交，和谐永

相随”为主题的系列结对活动，让未成年人在牵手同行中体验了“分享——

融合”快乐成长的欢乐，在直接参与中，树立社会观念，培养社会责任感。

该项目被列入 2007 年市未成年人暑期工作特色项目。

四、丰富形式，创新服务，在体验与实践中提升未成年综合

素质

（一）实行上门式服务，拓宽服务内容

在开展终身学习推进活动中，学校建立了“七色花”中小学生推进员

队伍和“蒲公英”大学生终身学习推进员队伍，开展进社区、进家庭终身

学习理念的宣传与知识传播等系列活动。“夏之爱”系列教育活动，促进

了未成年人在玩中学、学中乐，在“爱”的氛围中懂得了“爱”的含义，

懂得了怎样关心他人、热爱社区和回报社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充分展

示和发挥自己才能的舞台，提高综合素质。

（二）实行体验式服务，加大实训力度

在“走上社会开展红色之旅、探索之旅”活动中，学校积极利用石泉

社区周围的教育资源，组织学生到苏州河展示中心去了解苏州河的历史，

到沪西革命史陈列馆实地参观活动，在“文明从你我做起，争做文明石泉

人”“感恩伴我成长”等活动中，除了开展系列讲座、演讲等比赛活动外，

还带领他们进行实地考察，体验军营生活，让未成年人在真实活动情境中

获得教育；在举办安全、国防、法制、科普等系列讲座中，开展急救演练、



学
习
活
动
篇

·197·

逃生、船航模制作与试飞试航、模拟法庭、科普夏令营等体验式服务，尤

其开设的家庭野外（户外）生存技能与实训课程，让未成年人亲身体验，

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学会生存本领，体验学习的乐趣，提高其心理、身

体与生存技能等方面的素质。

（三）实行合作式服务，打造服务品牌

2011 年，学校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在全市率先成立了科学商店石泉

社区分店，开展科普知识进社区、进家庭活动，丰富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教育的内涵，逐步把颇具特色的教育实践活动引向深入，提升未成年人的

综合素质。“夏之爱”系列教育活动，辐射了区、市其他地区街镇，为进

一步总结经验、学习借鉴、反思提升、有效推进我社区品牌特色实践活动

提供了平台。

石泉社区“夏之爱”系列教育活动开展至今，结合不同阶段暑期工作

的任务与重点，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不断深化服务主题，有效地推进了“五

大”服务板块。六十多个服务项目的教育活动，为未成年人暑期活动拓宽

了平台，构建出独具石泉特色的暑期文化服务体系。

供稿：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赵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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