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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说 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当 代 少 年 儿 童 是 我 国 实 现 2035 年 远

景目标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少年儿

童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如何？有着怎样的家

国意识？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 全 国 少 工 委 微 信 公 众 号 ，对 7881 名

6-14 岁少年儿童进行的“你心目中 15 年后

的中国什么样”调查显示，在国家认同感的

测量中，受访少年儿童得分达到 9.78 分（满

分 10 分）。98.0%的受访少年儿童立志“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95.4%的受访少年儿

童希望未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这一比例

比青少年群体高出 10 个百分点。

98.0%受访少年儿童立志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4 岁 的 王 舒 涵（化 名）是 家 里 的 独 生

女，在一所寄宿制中学读初二。当被问到为

什么要好好读书，她回答“知识改变命运”。

“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在班会和作文课上，

他经常给我们讲名人故事和身边案例，告

诉我们要牢记‘知识改变命运’，既改变自

己的，也改变国家的”。

当 问 到 知 不 知 道 周 恩 来 总 理 小 时 候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王舒涵有

些激动，“知道！最初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

我被周总理的远大抱负和志向打动了。周

总理说这话时 14 岁，如今我也 14 岁，我要

向周总理学习”。

调 查 中 ，98.0%的 受 访 少 年 儿 童 立 志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今年 10 岁的张笑然（化名）上小学五

年级，是班里的纪律委员，每周一早晨升国

旗仪式前，她都会监督叮嘱大家佩戴整理

红领巾，保持好纪律。在她眼里，升国旗是

很庄严的事情。“升国旗！奏国歌！”每当听

到主持人的口令，张笑然都会不自觉地严

肃起来，“看着国旗飘扬，我心里头特别骄

傲和自豪”。

在对受访少年儿童国家认同感的测量

中，以 10 分为满分，受访少年儿童的得分

高达 9.78 分。对比 14-35 岁青少年组数据

结果，少年儿童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得分高

出 0.34 分。

具体表现方面，98.1%的受访少年儿童

表示“听到国歌奏响，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之时，我感到无比激动”，97.9%的受访少

年儿童表示“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

豪”，96.4%的受访少年儿童认为“关心国家

大事是青年的义务和责任”，95.7%的受访

少年儿童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西 南 大 学 教 育 研 究 院 院 长 唐 智 松 表

示，14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基本是处于小学

阶段、初中低年级阶段，这也说明，我们当

前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国家认同教育是值得

肯定的。

95.4%受访少年儿童希望
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12 岁 的 吴 瑶 瑶（化 名）今 年 上 小 学 六

年 级 ，从 小 都 是 爷 爷 奶 奶 接 送 她 上 下 学、

带她上补习班、给她做饭，感情特别深厚。

近 两 年 ，爷 爷 因 心 脏 病 做 了 两 次 大 手 术 。

吴 瑶 瑶 说 ，她 长 大 了 想 成 为 一 名“特 别 厉

害的心脏病专家”，给爷爷治好病，让患心

脏病的人们少受痛苦。

“从上初中开始，课程任务量就大了

很 多 。 周 末 回 家 ， 我 有 时 会 跟 妈 妈 抱 怨

课 业 难 。 妈 妈 总 说 我 们 国 家 很 大 ， 世 界

很 大 ， 有 很 多 了 不 起 的 事 等 着 我 们 长 大

去 做 。 但 首 先 需 要 克 服 学 习 困 难 ， 搞 好

成 绩 ， 才 更 有 机 会 成 为 对 社 会 有 用 的

人。”王舒涵说。

调查中，95.4%的受访少年儿童希望

自己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比青少年群体

（85.3%）高出 10 个百分点。

“ 从 数 据 结 果 来 看 ，青 少 年 群 体 的 整

体 比 例 也 并 不 低 ，但 少 年 儿 童 的 比 例 更

高 。一 方 面 可 能 是 ，青 少 年 群 体 领 略 国 家

的强大与进步的同时，也深知我们国家发

展 面 临 的 挑 战 ，而 少 年 儿 童 还 不 太 懂 得 ；

另一方面，正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相

对于青少年群体，少年儿童的未来有着更

加 无 限 的 可 能 性 。”河 北 唐 山 某 公 立 小 学

教师王维梁（化名）说。

唐智松表示，这一代少年儿童对未来

的 生 活 、学 业 有 着 更 加 明 确 的 想 法 与 憧

憬，体现了我国少年儿童整体精神面貌积

极 向 上 。但 也 有 少 年 儿 童 还 缺 少 对 人 生、

学 业 的 规 划 和 目 标 。“我 们 一 方 面 既 要 对

他们的未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通过学校

教 育、环 境 营 造 等 持 续 努 力 ，使 少 年 儿 童

保持和发展这种态势，另一方面，学校、家

庭、政 府 和 社 会 团 体 要 形 成 合 力 ，对 少 年

儿 童 做 好 教 育 引 导 、帮 扶 和 心 理 健 康 辅

导，让他们更好地成为新时代实现国家现

代化的重要生力军”。

交互分析发现，对于成为国家栋梁之

材 ，男 孩（95.5%）比 女 孩（94.6%）意 愿 更

高 ；低 年 龄 儿 童 意 愿 普 遍 更 高 ，其 中 6 岁

的 比 例 最 高（97.6% ），其 次 是 7 岁

（97.4%），这一结果与小学生意愿（95.8%）

显 著 高 于 初 中 生（89.4%）的 结 果 保 持 一

致 ；非 独 生 子 女 比 例（95.5%）高 于 独 生 子

女 比 例 （94.4%）； 三 线 城 市 受 访 少 年 儿

童比例最高 （97.7%）。

98.0%受访少年儿童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5.4%受访少年儿童希望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山 杜园春

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 年 规 划 和 二 〇 三 五 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 从 经 济 、 法 治 、 文

化等九方面对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 现 代 化 远 景 目 标 进 行 了展望。对于

未来 15 年的生活，少年儿童们有什么

预期？

近 日 ，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针对 6-14 岁少年儿童进行的“你心

目 中 15 年 后 的 中 国 什 么 样 ” 调 查 显

示 ， 对 于 15 年 后 最 有 可 能 发 生 的 事 ，

61.3%的受访少年儿童相信，高科技应

用场景更多，生活更快捷，60.7%的少

年 儿 童 认 为 中 国 制 造 会 走 上 国 际 舞

台，成为佼佼者，56.1%的少年儿童相

信 我 国 会 掌 握 芯 片 核 心 技 术 ， 不 再 受

制于人。

7 岁的周帆宇 （化名） 读小学二年

级，酷爱 航 天 模 型 。 妈 妈 王 婷 特 别 注

重 对 孩 子 兴 趣 的 培 养 ， 会 尽 量 给 孩 子

提供更多开拓和挖掘兴趣的机会，“航

空 制 造 业 的 发 展 水 平 关 系 着 我 们 的 国

防 安 全 。 如 今 政 府 大 力扶持航空制造

业 发 展 ， 相 信 未 来 会 有 更 多 的 人 才 需

求，这一代的孩子们也能有更多机会报

效祖国”。

北 京 某 中 学 初 二 学 生 刘 宁 （化

名），对物理和计算机很感兴趣，他非

常想在这两个领域学习和探索。他觉得

现在人工智能等科技应用，极大地方便

了人们的生活。在未来，高科技的应用

会更普遍，“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会

有更多的中国技术登上世界舞台”。

“ 到 了 2035 年 ， 我 应 该 会 在 读 博 。

我 喜 欢 研 究 天 体 物 理 ， 也 喜 欢 计 算

机。”刘宁很有信心，在未来通过努力

实现人生目标，也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更

美好，“现在人工智能非常发达，以后

我想研发更加智能的产品，让未来人们

生活更便捷”。

小学六年级的吴瑶瑶 （化名） 今年

12 岁 。 一 次 课 上 ， 语 文 老 师 让 同 学 们

以“我心目中未来的生活”为主题发表

看法。吴瑶瑶的发言是，希望智能机器

人成为每个家庭都能拥有的设备。“和

爸爸妈妈逛商场，经常能看到会说话、

灵活移动的机器人，可以指路、陪聊，

特别好玩儿。如果家里也有一个小机器

人陪着我，那简直太好了”。

吴瑶瑶说，班上还有同学希望，以

后环境能够变得更好、更美，“空气干

干净净的，没有雾霾，也没有病毒，小

朋友们开开心心地进行户外活动。人们

的身体强健，不用担心得传染病，不用

总去医院打针”。

在 受 访 少 年 儿 童 看 来 ，15 年 后 最

有可能发生的事还有：更多人愿意回乡

创业就业 （43.5%），中国的西部会吸引

很多国内年轻人 （36.9%） 等。

“如果家里也有一
个小机器人陪着我，
那简直太好了”

展望 2035 六成受访少

年儿童相信高科技应用

场景会更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杜园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描绘了我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成长在

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担负着时代的重任。他

们对于祖国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期待？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全国少工委微信公众号，对 7881 名 6-14
岁少年儿童进行的“你心目中 15 年后的中

国什么样”调查显示，89.8%的受访少年儿

童确认，未来 15 年有更多有助于自己成长

成才的机会。对于我国到 2035 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受访少年儿童

的信心度平均达到 9.51 分，79.9%的受访少

年儿童打出满分 10 分。

89.8%的受访少年儿童确
认，未来 15 年有更多有助于自
己成长成才的机会

初二的王舒涵（化名）是一名寄宿生。

她介绍，学校给每个班级都安装了电视，这

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班主任还专门提

醒大家认真看新闻联播，也从网上找了视

频给大家看。

调查中，66.7%的受访少年儿童关注到

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交互分析发现，初

中 生 关 注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的 比 例 为

74.5%，小学生有 65.9%。

陕西城固乡村教师陈亮从事小学思想

政治工作已经有 25 年了，现在担任小学五

年级学生的辅导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召开后，他带领学生们观看了视频动画版

的全会介绍，用孩子们喜欢的形式，向他们

介绍国家的发展规划。之后，学生们还写了

以“相约 2035 年”为主题的作文。

在阅读学生作文的过程中，陈亮感受

到，现在的孩子们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

更强，“孩子们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对未

来的信心和美好期盼。很多作文内容让我

印象深刻。比如有的孩子和 2035 年的自己

约定，要迈着坚定的步子去追逐中国梦，有

的孩子把国家比作巨龙，勉励自己要好好

学习，让巨龙在未来飞得更高、更远”。

“今年我们国家抗击疫情的过程，对于

孩子们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参与、见证这

个过程，可以提升对国家的信心和对我国

政治制度的认同。”陈亮说，“我觉得小学三

至五年级是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的重要

时期。有的学生开始接触到社交媒体，会觉

得不用好好学习就当‘网红’就行了。我们

一定要在孩子听得懂的时候，给他讲国家

与个人、理想和信念方面的内容。”

调查中，89.8%的受访少年儿童确认，

未来 15 年有更多有助于自己成长成才的

机会，比 14-35 岁青少年群体的选择比例

高出 7.6 个百分点。

“少年儿童对未来的期待比青少年更

为积极，与他们接受的学校教育和国家发

展的整体形势有关。”华东师范大学少年儿

童组织教育中心主任、教育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卜玉华说。

00 后比 90 后对未来有更
强烈的憧憬与渴望

对 于 我 国 到 2035 年 基 本 实 现 社 会 主

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受访少年儿童给自己

的信心度平均打出了 9.51 分，高于 14-35

岁青少年的打分（8.87 分）。此外，在受访的

少 年 儿 童 中 ，打 出 满 分 10 分 的 比 例 多 达

79.9%，也远高于青少年（49.5%）。

“爸爸跟我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和

生活水平比他小时候要强多了，国家如今发

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是他小时候想都想不

到的。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对于未

来，王舒涵相信，国家一定会继续大步向前，

“以后对下一代的小孩，我应该也会这么说”。

“国家把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

的奋斗目标，很重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少

年儿童也不例外。和 90 后相比，在新时代

长大的少年儿童，他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

富 ，文 化 生 活 多 姿 多 彩 ，学 习 生 活 更 加 自

主，精神生活更加丰盈，这些都增强了少年

儿童的获得感，因此他们对生活的社区、社

会、制度等都更为认同，国家意识和国家认

同感也更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

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分析。

她指出，当代少年儿童眼界开阔、善于

思考，正处于三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我们的

德育工作要敢碰真问题，多为少年儿童提

供体验与实践的机会，让他们不仅读“圣贤

书”，还关心“窗外事”。在体验的基础上加以

正向引导，对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价值观

有很大益处。这些年我们很重视传统文化

教 育、核 心 价 值 观 教 育 ，重 视 讲 好 中 国 故

事，也使少年儿童对国家的认同感大大提

升。“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既进行过 90后与

00 后的纵向对比调查，也进行过中、美、日、

韩四国中学生的调查，发现 00后少年儿童，

比 90 后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更足，有更强烈

的憧憬与渴望。和日美韩相比，中国的中学

生也是对国家发展信心更足。从国际比较

的角度看，中国的青少年对国家更认同，这

和我国这些年实实在在的发展分不开”。

“现在的少年儿童在 15 年后就是青年

了 ， 是 国 家 的 中 流 砥 柱 ， 增 强 他 们 对 国

家、制度的认同，充分发挥少先队的作用

非常重要。”卜玉华分析，现行的 《中国

少年先锋队章程》 在今年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后通过，其

中在少先队性质的表述上，将原来的“群

众组织”，改为“群团组织”。对于一线的

少先队工作者来说，需要意识到这一改变

的重大意义。在日常少先队的工作中，增

强少先队队员对少先队的归属感，确立少

先队在学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要让孩

子们感受到少先队是他们人生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组织，让每个孩子感受到他是不可

或缺的，感受到少先队干部是可以信赖、

倾诉的同伴”。

“历史总是进步的，年轻人总是一代更

比一代强。就每一代少年儿童来说，都有其

成长中的困难与问题，但我相信少年儿童

的成长发展总会越来越好。”孙宏艳认为，

从少年儿童的成长发展角度来看，成年人

要尊重少年儿童的成长规律与特点，给少

年儿童更有针对性的帮助，提供更加宽松、

独立、民主的成长环境，“要向一代新人学

习，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近九成受访少年儿童相信未来 15 年自己有更多机会成长成才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受访少年儿童信心度平均打分 9.51 分，近八成打出满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少年儿童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明确了到

2035 年 基 本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的 远 景

目标。当代少年儿童是实现我国 2035 年远

景目标的生力军，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着

怎样的规划？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近 日 在

6-14 岁少年儿童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想到

15 年后的自己，75.0%的受访少年儿童表

示憧憬期待。对于到 2035年实现人生目标

的信心度，受访少年儿童平均打出了 9.2
分，68.3%的受访少年儿童打出了满分 10
分。

展望未来 15 年，75.0%受
访少年儿童表示憧憬期待

家住天津的王虹（化名），儿子今年上

小学三年级。王虹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她

就比较重视培养孩子树立理想和目标，“在

成长的过程中，孩子的理想也在不断变化

和调整。孩子很小的时候去科技馆，接触到

一些航空航天设备，梦想着长大成为宇航

员。后来孩子喜欢上了机器人，又希望长大

后研发和设计机器人”。

北京某中学初二学生刘宁（化名）喜欢物

理和计算机，谈及未来15年的“小目标”，他希

望可以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要好好学习，增

强才干和本事，才更有能力实现梦想”。

调查中，67.3%的受访少年儿童表示，

规 划 过 未 来 15 年 的 生 活 。学 业 有 成

（78.5%）是受访少年儿童在未来 15 年最想

实 现 的“ 小 目 标 ”。接 下 来 是 父 母 康 健

（58.9%）、身心健康（50.8%）。

受访少年儿童希望实现的人生“小目

标 ”还 有 ：有 份 好 工 作（48.7%）、事 业 有 成

（44.1%）、家庭和睦（41.5%）和掌握一技之

长（40.6%）等。

陕西城固乡村教师陈亮，长期从事小

学生的思想品德工作，现在担任小学五年

级学生的辅导员，“在农村，让每个孩子都

通过学习考上名校并不现实。但我会告诉

学生，只要能做对社会有用的事，就可以实

现自己的价值”。

数据显示，想到 15 年后的自己，75.0%
的受访少年儿童表示心情是憧憬期待。其

他的感受还有自信笃定（22.9%）、淡然平静

（19.6%）等，积极态度的获选率远高于迷茫

焦虑、畏惧逃避等消极态度。

河北省某小学思政老师赵婷（化名）主

要负责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她认为，小学阶段对孩子思想、品行的

教育非常重要。“这是‘拔节孕穗期’，对孩

子未来的成长发展影响很大，要为孩子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为 什 么 少 年 儿 童 对 自 己
的未来更有信心

赵婷介绍，在平时的工作中，她会注重

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理想，鼓励孩子将个人

理想与国家发展相结合，“我们之前召开过

以筑梦为主题的班会课，邀请孩子家长共

同参与，让家长了解孩子的梦想，鼓励孩子

努力筑梦”。

数 据 显 示 ， 对 于 到 2035 年 实 现 人 生

目标的信心度，满分 10 分，受访少年儿

童平均打出了 9.2 分。此前对于 14-35 岁

青少年的同题调查中，受访青少年平均打

分为 8.1 分。受访少年儿童中打出满分的

比例 （68.3%） 也远高于青少年 （31.8%）。

“少年儿童对于未来个人发展更有信

心，与他们成长的环境、生活的时代背景

确实有密切的关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分析，从国

家大环境来说，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迅

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人民的生活水平

大幅度提升，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蒸蒸

日上的生活水平，都是少年儿童能感受到

的。儿童的成长环境比过去更安定祥和。

国家与小家、与个人是紧密联系的，对国

家的信心给少年儿童带来了安全感。

“从家庭环境来说，00 后少年儿童的

家庭生活更加小型化，他们不再像过去那

样，几代人一起生活。他们与父母的沟通

更加顺畅，代际关系更平等，家长对国家

社会乃至生 活 的 看 法 对 少 年 儿 童 有 着 直

接 的 影 响 。 少 年 儿 童 的 父 母 大 多 成 长 在

改 革 开 放 时 期 ， 享 受 到 了 改 革 开 放 的 红

利 ， 对 国 家 的 信 心 也 更 坚 定 。 另 外 ， 这

一 代 儿 童 的 父 母 受 教 育 水 平 也 普 遍 提

高，在子女教育上更理智科学，抚育目标

也更加实际，因此给少年儿童的影响也更

正向。”孙宏艳分析，亲子关系和谐，家

庭环境好，也给少年儿童带来了更大的安

全感，有了安全感，他们对个人的发展就

有更强烈的渴望。

“从学校环境来说，这些年中国的教

育改革稳步扎实地进行，教师的素质与能

力也有较大幅度提升，他们与学生的关系

更平等和谐，在教学中也给少年儿童更多

正能量的教育。另外，当代少年儿童作为

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成长的环境更丰

富开放，通过国际比较，他们也会对未来

的 远 景 目 标 以 及 个 人 发 展 有 积 极 的 判

断 。” 孙 宏 艳 认 为 ， 这 些 年 媒 体 通 过 电

视、报刊、网络、长短视频等，以融媒体

的方式全方位地为大众解读国家的方针政

策，对于少年儿童，也能以适合他们接受

的方式传达我们党和国家的愿景，这对少

年儿童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是有积极

影响的。

受访少年儿童最想实现的人生“小目标”是学业有成
67.3%受访少年儿童规划过未来 15 年的生活

“你心目中 15 年后的中国什么样”少年儿童调查，由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负责执行。调查从
11 月 19 日 14 时开始至 12 月 7 日 22 时截止。通过全国少工委微信公众号实施，合计回收 6-14 岁少年儿
童样本 7881 个。

本次调查的样本构成如下：
性别：男性占 51.7%，女性占 48.3%。
年龄：平均年龄 9.9 岁。6-10 岁占 60.0%，11-14 岁占 40.0%。
学历：小学生占 90.1%，初中生占 9.6%，高中生占 0.1%，其他占 0.2%。
所在地：一线城市占 23.3%，二线城市占 12.2%，三四线城市占 22.1%，城镇或县城占 22.9%，农村占 19.6%。

课题组成员：马明洁 黄冲 孙山 杜园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