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访问中国文明网 - WWW.WENMING.CN        

>>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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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2-22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４月６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全文如

下：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０４］８号），充分发挥青少年宫、少年宫、青少年学

生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等公益性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的重要作用，现

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总的要求

　　１．公益性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是与学校教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促进青少

年全面发展的实践课堂，是服务、凝聚、教育广大未成年人的活动平台，是加强思想

道德建设、推进素质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

树立理想信念、锤炼道德品质、养成行为习惯、提高科学素质、发展兴趣爱好、增强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２．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校外活动

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建设，规范管理，突出

服务，扎实工作，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大中城市及部分县区的校外活动场所网络。各

类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积极拓展教育内容，创新活动载体，改进服务方式，广泛开

展思想道德建设、科学技术普及、文艺体育培训、劳动技能锻炼等教育实践活动，有

力地促进了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广大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未

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主要是：活动场所总

量不足，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一些活动场所侧重于经营性创收，偏重于培养特专

长学生，未能充分体现公益性原则和面向广大未成年人的服务宗旨；校外活动与学校

教育衔接不紧密；管理体制不顺，投入保障机制不健全，内部运行缺乏活力，发展后

劲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制约了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功能的发挥，影响了校外教育

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４．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

理工作，是关系到造福亿万青少年、教育培养下一代的重要任务。我们要从落实科学

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广大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确保党和

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调整发展思路，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措施，加强薄弱环节，解决

存在问题，努力开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总的要求是：必须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深入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

意见》，以贴近和服务广大未成年人为宗旨，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为核心，以培养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明确定位、完善功能，统筹规划、加快建设，理顺体制、

整合资源，健全机制、改善服务，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充满活力、可持续

发展的校外活动场所网络，使广大未成年人在丰富多彩的校外活动中增长知识，开阔

眼界，陶冶情操，提高能力，愉悦身心，健康成长。

　　二、始终坚持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的公益性质

　　６．由各级政府投资建设的专门为未成年人提供公共服务的青少年宫、少年宫、

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等场所，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要始终坚

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切实把公益性原则落到实处。

　　７．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要坚持面向广大未成年人，使他们充分享有校外活动

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要坚持以普及性活动为主，力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把思想

道德教育融入其中，满足未成年人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要坚持常年开放，节假日的

开放时间要适当延长，增强接待能力，提高场所利用率，为未成年人更好地参加校外

活动创造条件。

　　８．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不得开展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收。对集体组织的

普及性教育实践活动和文体活动要实行免费。对确需集中食宿和使用消耗品的集体活

动，以及特专长培训项目，只能收取成本费用，对特困家庭的未成年人要全部免费。

公益性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的收费项目必须经当地财政和物价部门核准。

　　９．制定《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公益性评估标准》，从服务对象、活动内容、

时间安排、服务质量、经费使用等方面设置相应指标，定期进行考核、评估，并将考

评结果作为财政支持的依据。对违背公益性原则的要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不再享受

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相关优惠政策。

　　三、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的教育服务功能

　　１０．各类青少年宫、少年宫、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等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要根据自身类型和规模，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接受能

力和实际需要，明确功能定位，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满足未成年人多样化

的校外活动需求。

　　１１．大中城市的中心青少年宫、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要充分发挥示范带

动、人才培养、服务指导的功能。要利用基础设施好、师资力量强的优势，在项目设

计、活动组织、运行模式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为基层校外活动场所提供示范；要在

积极开展普及性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要在加强自身发展的

同时，发挥好领头作用，为基层校外活动场所提供业务指导和咨询服务。

　　１２．城区和县（市）的青少年宫、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要充分发挥普及

推广、兴趣培养、体验实践的功能。要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和广泛开

展经常性、大众化、参与面广、实践性强的校外活动；要结合学校的课程设置，组织

开展生动活泼、怡情益智的文体、科技等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使广大未成年人在形

式多样的校外活动中，培养兴趣爱好，发挥发展特长，得到锻炼和提高。

　　１３．社区和农村的校外活动场所要充分发挥贴近基层、就近就便的优势，与所

在地学校密切配合，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组织开展小型多样的主题教育、文体娱

乐和公益服务等活动，组织开展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的亲子活动。要把社区和农村的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与“四进社区”、“三下乡”、志愿服务等活动结合起来，整合利

用各种教育资源，充实活动内容，丰富校外生活。

　　１４．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要充分发挥体验性、实践性、参与性

强的优势，组织学生集中开展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素质拓展等活动，让学生在亲身

体验和直接参与中，树立劳动观念，提高动手能力，增强团队精神，磨练意志品质。

　　１５．各类科技馆要积极拓展为未成年人服务的功能。要切实改进展览方式，充

实适合未成年人的展出内容，增强展馆的吸引力。要利用展馆资源，开展面向未成年

人的科普活动，引导青少年走近科学、热爱科学。要走出馆门、走进学校、深入社区

和农村，利用科普大篷车、科普小分队等各种形式，传播科技知识，支持和指导学校

和基层的科普活动。

　　四、积极促进校外活动与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

　　１６．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校外活动与学校教育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会同共青团、妇联、科协等校外活动场所的主管部门，对校外教育资源进行

调查摸底，根据不同场所的功能和特点，结合学校的课程设置，统筹安排校外活动。

要把校外活动列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逐步做到学生平均每周有半天时间参加校外活

动，实现校外活动的经常化和制度化。要把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活动以及学生参加

校外活动的情况，作为对学校和学生进行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

　　１７．中小学校要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安排，结合推进新一轮课程改革，把

校外实践活动排入课程表，切实保证活动时间，并做好具体组织工作。要增加德育、

科学、文史、艺术、体育等方面课程的实践环节，充分利用校外活动场所开展现场教

学。

　　１８．各类校外活动场所要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联系，积极主动地为学

生参加校外活动提供周到优质的服务。要根据学校校外活动的需要，及时调整活动内

容，精心设计开发与学校教育教学有机结合的活动项目，积极探索参与式、体验式、

互动式的活动方式，创新活动载体，并配备相应的辅导讲解人员，使校外活动与学校

教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１９．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参加校外活动的安全问题，明确责任，

落实措施。学校要开展必要的自护自救教育，增强中小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校外活动场所要切实保证活动场地、设施、器材的安全性，配备安全保护人员，设置

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防止意外事故发生。要建立完善中小学生校外活动人身安全保

险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为学生参加校外活动和各种社会实践活

动购买保险，鼓励中小学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五、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的规划和建设

　　２０．各级政府要把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大中城市要逐步建立布局合理、规模适当、经济实用、功能配套的未成年人

校外活动场所，“十一五”期间要实现每个城区、县（市）都有一所综合性、多功能

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建设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社

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城市的旧区改建或新区开发建设

中，配套建设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人口规模在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人以上的

居住区要建设文化活动中心，人口规模在７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人的居住小区要建设

文化活动站，重点镇和县城关镇要设置文化活动站或青少年之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站）中都要开辟专门供未成年人活动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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