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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情唱响以美育人的时代童声

陆国建 段培华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如何

提升少年儿童精神素养，如何培养新时代的“红孩子”？南通市通州区“童声里的中国”进行了可喜的探索。“童声里的中国”

坚持立德树人、以美育人，将美育贯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过程，通过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欣

赏美、追求美、创造美，从小在心中播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

赋予以美育人新使命

“童声里的中国”活动于 2006 年由通州倡议发起，旨在通过少儿艺术的创作推广，引导青少年在艺术审美中陶冶情操、健

康成长，2014 年通州区建立“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2017 年被中央文明委表彰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单位”，2021 年、2022 年“童声”歌曲连续两年唱响央视“六一”特别节目，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兴起于通州的“童声里的中国”能唱遍江苏、唱响全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活动能够不断满足少年儿童学习和生活的精神文

化需求。2006 年，通州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等部门在学校调研中发现，校园中传唱的儿童歌谣依然是几十年前留传下来的老歌，

甚至存在传唱灰色儿歌的现象，而契合孩子身心发展和时代特点的新儿歌十分匮乏。随即决定编制适合儿童传唱的新儿歌，并

发出“创作和推广新道德童谣”的倡议。首届“童声里的中国”新童谣征集活动从通州发起，获得全国响应。

为少年儿童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一直是“童声里的中国”矢志不渝的坚守。“童声里的中国”系列少儿文化活动

已成功举办十届，每一届都有明确的主题，包括“唱响荣辱观”“祖国献您一首诗”“唱支歌儿给党听”“放飞中国梦”“童

心向党唱新歌”等。在这些活动中，隐含的主题词就是“中国”，即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多样的活动载体，引导少

年儿童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潜移默化地打牢少年儿童的精神底色。正如《人民日报》

所述：“童声里的中国”的一条重要经验，是用孩子喜爱的活动与方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孩子在艺术审美中陶冶

情操，涵养品行，健康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开展立德树人新探索

“中国是条富强船，民主、文明扬风帆，汽笛高奏和谐曲，自由、平等有护栏。公正是舵把航向……诚信、友善一路欢！”

一首通州区创作的少儿歌曲《中国是条富强船》，从通州走出去，登上了央视舞台。这是通州“童声里的中国”培养新时代“红

孩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少年心里生根发芽的一个缩影。如果说，深奥浩瀚的理论知识离儿童是那么遥远，那么在

这里，理论在童谣中，家国在歌声里。党，就是歌谣中辛勤在一线的大白阿姨，就是风雨中站岗执勤的防疫叔叔，就是儿童剧

中和孩子们一样大的“小萝卜头”先烈。

“童声里的中国”由新童谣创作推广活动起步，由于童谣朗朗上口、易于传唱且蕴含独特的价值，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积

极响应，活动先后征集 40 多万件歌谣作品，传唱覆盖江苏 7000 多所中小学，向全国推广辐射，惠及亿万少年儿童。

“童声里的中国”系列活动，从童谣起步，逐渐涉及童歌、童诗、儿童剧、少儿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儿童通过童声唱中

国、童手绘中国、童身演中国等形式，欣赏美、追求美、展现美，涌现了众多充满时代气息、体现童真童趣、催人向上向善的

优秀作品。如精心打造和推广儿童剧《田梦儿》《青铜葵花》、儿童电影《向日葵中队》、儿童小说《使者》、儿童广播剧《你，

明媚了春天》等 22 部少儿文艺精品，其中，儿童剧《青铜葵花》进全省中小学校巡演 600 余场，观演人次达 60 余万。动画片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P6B9XB_UHltxh4A9B1PhwpU3gUoHeQoTjAiiIIV1BbDdy2me3DVBnx_twL6nKuV119byjwTbV9p1gP3Pj4c2gscCTLOC4rItvVEK2rybuJA=&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P6B9XB_UHltxh4A9B1PhwpU3gUoHeQoTzY9vGYd8ZMQ0yz4N8-04Wbwmv7hyC6li4g-UEt2SLwDy4UPYnz0w8L4qwQpMpFNr_FY1orXylKo=&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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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少年》荣登国家广电总局 2021 年度推优动画榜，其他多部作品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江苏省文华大奖等重要奖

项。

为了能更好整合优质资源和力量，从 2014 年起，通州区建立“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设儿童音乐、儿童

文学、儿童影视和少先队创研活动四大中心，进一步推进儿童艺术精品力作的创作、研究、展演等。如今，经过十余年的探索

实践和创新发展，“童声里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以江苏为圆心、向全国辐射影响力的少年儿童思想教育与艺术培养品牌。

扎实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是根，文化是源，根深方能叶茂，源远才会流长。“童声里的中国”发掘文化富矿，激活历史传统，壮大少年儿童文

化事业，并熔铸为“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的精气神，展现了文化自信自强。这既是一种实践探索，更是一种理念升华。

坚持深植时代与面向儿童相结合。“童声里的中国”系列作品一方面紧扣时代脉搏，应时代而生，为时代留影，先后组织

了“在国旗下成长”“全面小康追梦成长”“喜迎二十大筑梦向未来”等系列创作大赛，实现中国梦等时代强音在作品中都有

艺术的展现；另一方面力求贴近儿童生活，用孩子喜爱的活动与方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儿童共鸣。童谣、童诗、

童歌、儿童小说、儿童戏剧、儿童电影等作品既充满时代气息，又富含童真童趣，散发着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这启示我们，

少儿艺术创作不仅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展现历史的高度、时代的热度，而且要注重结合少年儿童特点形成具有鲜

明特色的少儿文化品牌群、少儿文化产品群，以文化人，以艺通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坚持高点定位与久久为功相统一。“童声里的中国”虽然从一区起步，但并不是小范围内的小打小敲、自娱自乐，从参加

“全国儿童音乐优秀创作奖”评选、中国儿童戏剧节线上展、江苏省青少年音乐“小茉莉花奖”声乐大赛，到中央主流媒体接

连报道推介，始终追求高起点、高规格、高品位，不断构筑道德与艺术的实践高地。同时，持续深化美育内涵，坚持与时俱进、

创新超越，活动主题不断优化，作品质量不断提升，越来越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和社会的好评。实践证明，文化建设必须坚持

正确的态度，既不能固步自封又不能急功近利，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点定位精心谋划，不忘初心久久为功，才能打

造出具有时代价值的少儿文化品牌。

坚持问题导向与正确方向相融合。如何在多元的社会环境下，把握少年儿童的心理特征，捕捉少年儿童的兴趣点与注意力，

为他们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远离不良的社会风气？这是创办“童声里的中国”的出发点，也是创办者一直致力

研究的问题。因为有问题导向，“童声里的中国”一直将立德树人作为正确发展方向。每一项活动的开展，每一件精品的打造，

都以“立德树人”为己任，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旋律，以“启迪思想、净化心灵”为立足点。实践证明，坚

持问题导向与正确方向具有内在统一性，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始终重视问题研究，统筹考虑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和怎么做，

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着力点和落脚点，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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