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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青年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推动革命发展的先锋力量，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的爆发使

得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苏维埃时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性质到组织结构等多方

面已经无法满足各阶层广大青年要求抗日的迫切愿望。本文主要论述了共产党适

应形势需要将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的历史过程以及抗战不同阶段青年组织的应

对策略。 

论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三章。第一章对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为青年救国会

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第一节回顾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陕西地区的创建历史，

对长征胜利后陕甘宁苏区青少年动员出现的新特点进行分析；第二节从国内外形

势的变化和共青团任务的转换来分析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的原因，对改造方案的

制定和青救会组织的建立过程进行总结。 

第二章分析了青年救国会在抗战过程中灵活的组织策略。第一节从五个主要

方面总结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青救会随着国民党态度的变化和抗日形势的变

化而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第二节从四个方面归纳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青救会

的主要任务；第三节对比分析了青救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救会和军队、青救

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关系。 

第三章阐述了作为青救会会员的抗日儿童团在青救会领导下对抗日战争的

胜利所做出的贡献。第一节回顾了党领导的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革命传统；第二

节梳理了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背景下抗日少年儿童组织的建立过程，对陕甘宁边

区少年儿童的主要活动进行了总结。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运动不仅是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同时也是广大

青年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的过程，广大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拥护是中国共

产党的巨大政治优势。 

 

 

关键词：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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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s a proletarian youth group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followed the heroic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an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as changed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youth group from the nature to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ther aspect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broad masses of all sectors of the 

urgent desire to resist Japa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historical juncture 

to adapt to the situation, the timely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s 

a young people to save the nation,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s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nature of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In addition to preface and conclusion, the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for the process of 

saving the young people in detail. The first section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the Shaanxi region and analyzes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youth mobilization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reg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The second section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miss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gra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organization.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the flexible organization strategy of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cours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second section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policies and policies from the changes of the attitude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anges of the anti-Japanese situation. The second section summarizes the polic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from the four aspects The third chapter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Youth Anti-Japanese 

Vanguard,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Youth,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Liberation Vanguar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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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hree describ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children's mission 

as a member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to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first section reviewe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of the 

party-l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organizations; the second section comb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Youth Leagu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main activities of the children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Summar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youth movement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was not only a great patriotic salvation 

movement, but also a proc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identity among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s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great political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hange of the Kuomintang 

forces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Anti - Japanese War; Sha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 录 

V 

目 录 

前 言 ................................................................................................................................................ 1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1 

二、学术史回顾 ............................................................................................................... 2 

三、概念界定 ................................................................................................................... 5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6 

第一章 改造:从共产主义青年团到青年救国会 ............................................................................ 8 

第一节 共青团改造背景 ......................................................................................................... 8 

一、陕西地区共青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8 

二、长征胜利后陕甘宁苏区的青少年动员 ................................................................. 11 

第二节 共青团的改造 ........................................................................................................... 15 

一、共青团改造的原因 ................................................................................................. 15 

二、共青团改造的具体方案与实施 ............................................................................. 17 

小结......................................................................................................................................... 25 

第二章 调适:因势而变的组织策略 .............................................................................................. 26 

第一节 形势变化及因应策略 ............................................................................................... 26 

一、争取合法身份 ......................................................................................................... 26 

二、培养青年干部 ......................................................................................................... 27 

三、动员农村青年 ......................................................................................................... 29 

四、参加生产建设 ......................................................................................................... 30 

五、精简组织机构 ......................................................................................................... 31 

第二节 边区青救会的主要任务 ........................................................................................... 33 

一、参战动员 ................................................................................................................. 33 

二、教育普及 ................................................................................................................. 34 

三、边区建设 ................................................................................................................. 36 

四、民主建政 ................................................................................................................. 37 

第三节 青年救国会与其他青年抗日组织的关系 ............................................................... 38 

一、青救会与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关系 ......................................................................... 38 

二、青救会与边区军队的关系 ..................................................................................... 39 

三、青救会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关系 ................................................................. 40 

小结......................................................................................................................................... 40 

第三章 边区青救会个案研究:以抗日儿童团为例 ...................................................................... 42 

第一节 党领导的少年儿童组织的创建及发展 ................................................................... 42 

一、大革命时期的劳动童子团 ..................................................................................... 42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共产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 ......................................................... 43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儿童组织 ............................................................................... 45 

一、抗日少先队、儿童团的组织建构 ......................................................................... 45 

二、陕甘宁边区少年儿童的主要任务 ......................................................................... 48 

小结......................................................................................................................................... 50 

结 语 .............................................................................................................................................. 52 

参考文献......................................................................................................................................... 55 

致谢 ................................................................................................................................................ 58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Content 

I 

 

Content 

 

Introduction·························································1 

Ⅰ: The goal and·purpose of research························1 

Ⅱ:  Review of academic history·································2  

Ⅲ :  R es ea r ch  O b j ec t······························5 

Ⅳ: Research ideas and research framework···················6 

Chapter One：Transformation - from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to the Youth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8 

    Section One: Reform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8 

    Ⅰ: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rganizations in Shaanxi Province····························8 

    Ⅱ: Youth mobilizat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11 

Section Two: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15 

Ⅰ: The Reas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15 

Ⅱ:The concrete schem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17 

Summary·······················································25   

Chapter Two: Adjustment -organizational strategy···················26 

Section One: Situation Change and Response Strategy············26 

        Ⅰ: And strive for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Organization of 

t h e  K u o m i n t a n g····································· 2 6 

        Ⅱ: Lead and organize the key to youth·····················27 

Ⅲ:From urban students to young people in rural areas·····29 

Ⅳ:With the border area government to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30 

Ⅴ:Border Area Green Rescue style rec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 impl i f i ca t ion··········································31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改造与调适：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研究 

II 

Section Two: Border area of the main task of the rescue········33 

Ⅰ:Mobilize the war·········································33 

Ⅱ:Education is popular·····································34 

Ⅲ:Border area construction·································36 

Ⅳ:Democratic construction·································37 

Section Thr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th saving and other youth anti - 

Japanese organizations·······································38 

Ⅰ: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en Rescue and the Green·38 

Ⅱ: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army··········39 

Ⅲ: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en Rescue and the Vanguard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Liberation··································40 

Summary·······················································40 

Chapter Three: Anti - Japanese Children 's Mission in Sha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42 

Section One: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Childhood 

Organizations Guided by the Party··································42 

Ⅰ: The Labor Regiment of the Great Revolution·············42 

Ⅱ: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of the Communist Childhood and the 

Youth Vanguard·················································43 

Section Two: Children 's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45 

Ⅰ :  A n t i - J a p a n e s e  Yo u n g  P i o n e e r s ,  C h i l d r e n ' s  M i s s i o n 

Organization·······················································45 

Ⅱ: The Main Tasks of Children in Sha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48 

Summary·······················································50 

Conclusion·························································52 

References·························································55 

Acknowledgements·················································58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前 言 

1 

前 言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近代以来，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国民大革命，

广大青年都始终处在革命的前列，为推翻封建统治、抗击西方列强做出了重要贡

献。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危机大大加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

的危机。面对危亡时局，广大热血青年不畏牺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爱国救亡运

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使爱国青年深受鼓舞，他们不远千里来到陕甘宁边区，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种青年救亡组织，用实际行动参与到抗日战争中，贡

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作为抗战时期全国青年运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对青年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揭示广

大青少年是如何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挺身而出，挽救民族危亡。

革命战争年代青年运动的利益诉求和行动逻辑对当代青年组织的良好发展具有

很强的借鉴意义。 

其次，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共产党

青年工作进行梳理和总结，可以进一步探索抗战时期青年组织建构及青年运动发

展规律。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以为新时期共青团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再次，中国青年运动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占有特殊的地位。

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没有把中国青年运动史作为特殊的领域加以专门研究。

研究青少年运动的历史，总结青年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用青年的历史教育青年，

是使当代青年更加觉悟的重要途径之一。近些年来，这一领域的论文和学术著作

逐渐增多，显示出其价值逐步被人们所重视。 

最后，对抗战时期共青团任务转换及组织变革的研究对新时期共青团改革提

供借鉴。2016 年 8 月 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提出

共青团要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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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革新的勇气，着力推进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抗战时期的共青团正是在面临

新形势、新任务的情况下，通过改革组织，团结了广大青年共同为实现国家独立，

民族解放而奋斗，历史上有益的做法值得总结学习。 

二、学术史回顾 

了解和掌握课题已有的研究现状，是开展课题研究的基础前提和必要环节。

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抗战时期的青年运动进行了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研究

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构；从行动效果方面研究党的青年政策的执行与效果；

从历史经验与启示方面，研究抗战时期青年运动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具

有怎样的时代价值等等。与此同时，青年运动是抗战时期全民救亡运动的有机组

成部分，长期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们的重

视，一些青年运动史研究机构整理出版了一批的档案资料，研究者通过对史料的

研究出版了论著、发表了研究论文。   

基本史料方面，主要有档案文献汇编、地方志、回忆录、报刊等几大类别。

90 年代起，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合作编辑

的《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13-16 集）。这套资料内容涵盖了青年共产国际、

中共中央对中国青少年工作的指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救国会等进步青

年团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及青救会负责人有关青少年工作的文章，

反映各时期青年运动历史状况的个人文章及青年团体地方组织的工作报告等，为

研究抗战时期的青年运动提供了一些基础资料。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陕甘

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汇集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行政公文，其中有关参军

动员、青少年教育、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等内容与青年运动密切相关。由西北

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编著的《陕甘宁边区民主抗日根据地》（回忆录卷），以历史

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陕甘宁边区的创建过程，将零散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与档

案史料相互印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陕

西省志·共青团志》，对陕西地区共青团组织的创建过程、组织的沿革、机构的

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新中华报》（1937-1941）和《解放日报》

（1941-1945）先后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对青年救国

会和儿童团的具体活动进行了报道，对先进青少年组织和模范少年进行表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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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抗战不同时期青年运动的发展脉络。 

研究论文方面，通过对已发表的论文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对抗战时期

青少年运动主要的选题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抗日根据地青少年运动的区域性研究。在《论抗日战争时期唐县青

年救国会的活动》一文中，作者对河北省唐县这一地区的青年救国会在抗战时期

的建立过程、协助抗战的主要任务，以及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进

行论述。①在《奔赴延安探析》一文中，作者从抗战时期众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

子奔赴延安投身抗日的史实出发，对延安地区青年运动在抗战时期青年运动中的

历史地位进行分析，解释了为何延安能够吸引广大爱国青年奔赴的原因。②在《回

忆武汉青年抗日救国会》一文中，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讲述了加入青救会，参加

新四军，跟随党的领导在鄂豫边区战斗、学习、工作的历史。③在《广东青年抗

日先锋队的战斗历程》一文中，作者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抗战时期广东省青年

抗日先锋队在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中诞生，同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逐步壮大，由

广州一地扩展到全省的发展过程；梳理了广东青年同日军战斗，同国民党反动政

策斗争的英勇事迹。④
 

（2）对于党的领导人关于青少年工作思想的研究。多是围绕某一位领袖的

青年工作思想以及具体政策为对象展开的研究。在《张闻天与共青团改造--纪念

张闻天诞辰 100 周年》一文中，作者从张闻天对共青团工作的指示信件出发，分

析了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在共青团改造方案的提出和青年救国会建立过程中做出

的贡献。⑤在《毛泽东论青年工作》一文中，作者梳理了毛泽东关于青年工作的

重要论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青年政策及其所起的作用，阐述了

毛泽东的青年工作理论对新时期青年工作的启示。⑥在《为新中国青年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纪念刘少奇诞辰 100 周年》一文中，作者论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建立过程中的重要贡献，着重探讨了刘少奇关于青年团作风建设的思想。

⑦
 

                                                             
①

 庄媛：《论抗日战争时期唐县青年救国会的活动》，《保定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②

 李佑军：《奔赴延安探析》，《广东党史》，1997 年第 6 期。 
③

 钱锋：《回忆武汉青年抗日救国会》，《武汉文史资料》，2016 年第 4 期。 
④

 陈恩，唐健等：《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战斗历程》，《学术研究》，1982 年第 3 期。 
⑤

 佟静：《张闻天与共青团改造——纪念张闻天诞辰 100 周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 
⑥

 孙涛：《毛泽东论青年工作》，《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⑦

 李玉琦：《为新中国青年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纪念刘少奇诞辰 100 周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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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共两党关于青少年的政策及其对比分析。在《1945-1949：国共两党

在国统区争夺青年问题研究》一文中，作者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

国民党为了获得青年的支持在青年问题上展开的激烈较量，通过国共两党青年政

策的对比探讨了共产党赢得青年的关键因素。①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青

年信仰策略探究》一文中，作者从政治信仰层面切入，分析了抗战时期处于弱势

地位的共产党是如何通过舆论策略、教育策略等方式赢得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②在《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的成功运作——以抗战时期青年奔赴延安为例》

一文中，作者从政治动员的视角出发，对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动因、动员方式

进行分析，对比国民党压制青年的反动政策，揭示了中共高效、务实的动员艺术。

③
  

（4）党对青年组织和青年运动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

一文中，作者回顾了青年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

争时期跟随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阐述了青年政治选择的问题，

即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④在

《抗战时期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及其启示》一文中，作者通过对史实的逻辑

分析，论述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正确领导及其历史启示，即：青年运

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蓬勃发展；青年运动只有充

分调动广大青年的积极性，才能推动青年运动健康持续发展；青年运动只有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才有强大的生命力。⑤在《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和青

年组织的发展》一文中，作者以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的发

生、发展为线索，对青年运动的主要特点进行研究，指出党领导下青年工作的良

好成效。⑥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分析，可以看出关于青年运动的研究资料相

对来说比较丰富，但是有些内容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归类整理。已出版的资料

大多是来自市一级以上的档案，基层县乡地区系统的青运资料比较少见，基层组

                                                             
①

 杨葵：《1945——1949：国共两党在国统区争夺青年问题研究》，海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②

 白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青年信仰策略探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③ 崔应忠：《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的成功运作——以抗战时期青年奔赴延安为例》，《文史博览》，2009 年第

5 期。 
④

 魏久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青年研究》，2001 年第 7 期。 
⑤

 杜秀：《抗战时期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及其启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 
⑥
 张勇、郗舸：《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的发展》，《北京青年工作研究》，2013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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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史料散见于报刊，对这部分资料要进行整理和分类。不少学术论文是通过对

抗战时期党的青年政策、青年运动史实的论述，得出一个宏观的结论，缺乏细致

的逻辑分析和论证过程，理论性有待加强。在研究层次上，论文大多只是对某一

个抗日根据地的青少年运动或者青少年运动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缺乏各抗日根

据地之间的对比研究，缺乏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 

三、概念界定 

1.研究时段 

本文主要围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青少年动员进行研究，重点是在全

面抗战时期即 1937~1945 年。由于陕甘宁边区是在红军长征之后建立起来的，故

抗战前夕的一系列青少年动员活动作为历史背景也在本文的研究时间范围之内。 

2.研究区域 

本论文研究的地理区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

地。1937 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国民党

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原来的陕甘

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部分。这一

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总后方，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在陕西省南部属于国统

区，国统区的青年运动对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运动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对比研究，

与陕甘宁边区青年运动相关的国统区也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3.研究对象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青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年龄范围跨度较大，包括了少

年儿童和青年。这是由于在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青年救国

会”是一个包括少先队和儿童团的整体组织，儿童团员和少先队员同时又是青救

会员。虽然青年和少年儿童都属于青救会员，但他们又有着明确的年龄阶段的区

分，有着自身的团体和组织机构。 

关于青救会员，《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章程》规定：凡在 7岁以上 25岁以下，

在西北各地居住或工作，自愿服从本会章程，经过本会会员介绍者，皆得为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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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会员。①
 

关于少先队员，《抗日少年先锋队章程》规定：入队资格：凡 14岁至 18岁

少年赞同本队宗旨，愿遵守本队纪律，体格健康者可履行入队手续，加入本队为

正式队员。②
 

关于儿童团员，《儿童团组织章程》规定： 7 岁以上 14 岁以下愿意参加儿

童团的都可以成为儿童团员。③
 

在不同的地区年龄段的划分稍有不同，《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抗日儿

童团组织大纲》规定“凡战区儿童年在 7 岁以上，16 岁以下，志愿参加本团者，

均得为本团成员。”《晋西抗日儿童团组织简章》中规定“7 岁以上 13 岁以下，

愿意参加儿童团的都可以成为儿童团员。”《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条例》规

定“所有年龄在 16 岁到 23 岁的青年，承认并遵守本会章程及工作纲领，服从本

会纪律，皆可为本会之个人会员。”（不包括儿童团）造成这种差异的大致原因首

先是各抗日根据地虽然普遍建立了青救会作为青少年运动组织，但各抗日根据地

青救会之间联系不是很紧密，缺乏中心的领导机关，政策的制定缺乏一致性；另

外不同抗日根据地之间青少年人口的年龄构成差异或许也是原因之一，还需要进

一步分析。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青少年工作

进行梳理和分析。着力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将共青团改造为青

年救国会的过程进行梳理，并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不同阶段青年动员政策的变化

和调整进行分析。文章以抗日儿童团作为案例，分析抗战时期儿童团组织的建立

过程和主要活动。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总结历

史正反面经验，从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的角度对抗战背景下青年运动进行理论总

结，以期对新形势下青年工作提供借鉴。 

                                                             
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14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 

第 265 页。 
②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14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

第 268 页。 
③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14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

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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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三章。第一章对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为青年救国会

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第一节回顾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陕西地区的创建历史，

对长征胜利后陕甘宁苏区青少年动员出现的新特点进行分析；第二节从国内外形

势的变化和共青团任务的转换来分析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的原因，对改造方案的

制定和青救会组织的建立过程进行总结。 

第二章分析了青年救国会在抗战过程中灵活的组织策略。第一节从五个主要

方面总结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青救会随着国民党态度的变化和抗日形势的变

化而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第二节从四个方面归纳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青救会

的主要任务；第三节对比分析了青救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救会和军队、青救

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关系。 

第三章阐述了作为青救会会员的抗日儿童团在青救会领导下对抗日战争的

胜利所做出的贡献。第一节回顾了党领导的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革命传统；第二

节梳理了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背景下抗日少年儿童组织的建立过程，对陕甘宁边

区少年儿童的主要活动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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