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梦大道·新时代“大思政”创新发展

海南优秀案例

推荐省（区、市） 共青团三亚市委

案例题目 善用“共青学园”体系，构建社会化“大思政”格局

案例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要高度重

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2022 年 7 月，教育

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充分调动全

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共青团三

亚市委秉持走出学校、走进社会办思政的理念，创新构建“共青学园”体系，将

思政教育与实践结合、与生活结合，让思政教育变得有声又有色、有“知”又有

味、有高度又有温度。

案例创新点

一、搭建“大平台”，用心建好“共青学园”系列活动阵地，为构建社会化

“大思政”格局筑牢硬件基础

1.建设具有三亚特色的，涵盖市、区、社区（村）、楼宇四级的四类“共青

学园”系列活动阵地，分别为共青学校、共青学堂、共青学园、共青学舍，不断

扩大和丰富思政教育的社会化平台。一是常态化在暑期开办“共青学园”品牌项

目--三亚共青学校（暑期公益托管学校），场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以上，创新采

用“团干部+社工+志愿者+幼师+特色课程教师”模式，为 300 多名的学生提供暖

心服务。二是开设“共青学园”海棠区分园--共青学堂，场地面积 1000 平方米

以上，开设“共青学园”吉阳区分园--少先队学校暑期公益课堂，包括“2+X”

暑期无忧公益兴趣课堂和“4+1”多彩周末公益和研学课堂。三是在人口密集的

社区（小区）建立三亚共青学园（社区公益托管中心），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

全市现有 6家共青学园，分别分布在亚龙湾景区、公务员小区、互联网创业园区、

特色夜市主题公园、以及两个大社区。四是将现有的青年之家命名为“共青学园”



分站点--三亚共青学舍，场地面积约 50 平方米。

2.打造辐射面更宽、实践内容更为丰富的“共青学园”网格点，将 16 家单

位命名为三亚市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地（基地），打造“共青学园”社会实践

教育地图，以这 16 个基地作为“共青学园”延伸触点，推动思政教育走出校园、

走向社会。16 家单位包括海棠湾仲田岭革命烈士纪念碑、吉阳区西沙海战烈士

陵园、西岛女子民兵连纪念馆、三亚疍家文化陈列馆、红色娘子军剧场、梅山革

命史馆、崖州学宫、吉阳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展览馆等，地理位置覆盖三亚各

区，基地学习内容包括红色教育、地方特色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安全自护教育

等。

二、建设“大课堂”、建好“大师资”，精心打造“共青校园”特色课程体

系，为构建化“大思政”格局夯实软件支撑

根据青少年的不同阶段，为不同服务平台辐射的青少年制定了各自侧重的目

标。小学阶段重在启蒙道德情感，旨在引导学生形成爱党、爱国、爱家乡、爱社

会主义的情感，具有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美好愿望。初中阶段重在打牢

思想基础，旨在引导学生把党、祖国、人民、家乡装在心中，强化做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意识。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养，旨在引导学生衷心拥护党的

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认同。大学阶段重

在价值引导，引领青年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融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火热实践中。

1.匠心打造“共青学园”子课堂--青年大讲堂，建好“大师资”，邀请各领

域杰出代表、名师大家，为三亚青年提供涵盖创业创新、国防军事、经济管理、

传统文化、心理健康等领域的高品质专题讲座。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外交部

前外交官王珍、伏牛堂创始人张天一、北大“1898 咖啡馆”创始人杨勇等“大

咖”均应邀开讲，在青年中引起热烈反响。青年大讲堂已经成为“共青学园”课

程体系中极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2.不断完善“共青学园”特色课程体系，充分统筹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等各方资源，让课程内容既有意义又有意思，让学生们听起来很“有趣”、学



起来有“共鸣”、品起来能“回味”。

一是持续丰富三亚共青学校特色课程，开设红色教育、科普知识、体育运动、

文化艺术、自护教育、益智游戏、手工制作、趣味运动、研学游学、互动时光等

十个大类一百多项免费课程，2021 年至今已累计完成超过 3000 个课时。尤其注

重对青少年进行红色教育，组织青少年观看红色电影、唱红歌、参观红色教育基

地，培育青少年爱党、爱祖国的情怀，将“好孩子”培养成“红孩子”。

二是合理设置三亚共青学园（社区公益托管中心）课程，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管理，除了提供官方“免费带娃”的特色服务以外，还链接各类专业师资资源，

开设爱国主义教育、古典艺术赏析、手工制作、国学诵读、体适能训练等三十多

项课程，让青少年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文化的熏陶、接受思想的洗礼。

三是根据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开设不同的课程。“共青学园”海棠区分园--共

青学堂根据孩子的需求，设置固定的教学单元，开设国学、舞蹈、美术、武术、

陶艺、音乐等数十门公益课程。另外还以项目形式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红色经

典润童心、兴趣体验课进校园、消防安全进校园、绿色环保进校园等活动，让偏

远地区的青少年也能够享受到“文化大餐”。“共青学园”吉阳区分园--少先队学

校暑期公益课堂设有少儿素描、中国舞、手工等 11 个兴趣班和 6个托管班。

四是“共青学园”分站点--三亚共青学舍推出“青青思政课堂”计划，成立

以青年志愿者、青联委员、青年企业家、青年致富带头人为主体的讲师团，结合

自身的经历，为青少年们带去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青青思政课堂”。

3.创新推出“共青学园˙益成长”之周末公益营系列活动。为了让青少年们

摆脱思政课“呆板”“沉闷”的印象，团三亚市委创新打造“共青学园˙益成长”

之周末公益营系列活动，旨在将“校园的思政课”转变为“行走的思政课”“实

践的思政课”。通过将辖区内拥有的历史资源、特有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旅游资

源作为活教材，用丰富而鲜活的事实和案例启发、引导学生悟道明理，以青少年

身心可感的生动方式开展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更好地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目前，周末公益营开展的“行走的思政课”内容包括：清明节组织青少年前



往梅山革命史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清明祭英烈、共铸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

切身感受“23 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精神。“七一”期间组织参观有轨电车“移

动党史馆”，了解红色历史，感悟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周末组织开展“红领巾”

走进“火焰蓝”参观消防大队研学活动，感受消防战士的辛苦。定期组织参观中

国流动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力量。暑期组织前往三亚市群众艺术馆，在本

土名家的艺术作品中领略海南大好河山的秀美，体验少数民族的传统技艺。不仅

如此，青少年们还能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大小洞天的潮起潮落、了解鹿回头

的美丽传说、欣赏亚龙湾玫瑰谷百花斗艳的美景，以及在亚沙馆感受城市发展的

日新月异。另外，周末公益营还组织开展了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红色讲解、

职业体验、禁塑环保、禁毒防艾、网络安全、果蔬栽培等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全

面增强思政课现实感、体验感，让学生在行走中增强能力素养，感悟榜样力量。

案例效果说明

“共青学园”体系告别了过去“单打独斗”的狭隘思维，将社会上的各类资

源积极进行了整合，从阵地、课程、师资等多方面拓展了思政教育的社会化“大

格局”，汇聚起全社会育人的“大能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共青学园”体

系让思政教育告别了以往给人的“照本宣科”的刻板印象，让青少年在“行走的

思政课”中丈量世界的宽度，在“实践的思政课”中探寻生活的厚度，在学中思、

思中悟、悟中行，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自我，在学思践悟中与时代脉搏同频共

振。

接下来，团三亚市委将再接再厉，进一步做实做优做精做细“共青学园”体

系，不断深化拓展社会化“大思政”格局的外延和内涵，努力将青少年培养成为

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