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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为适应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需要，高等教育改革的

重要任务是构建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

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探索形成以促进全面发展为宗旨，课堂

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三者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

社会实践已成为在校大学生除课堂教学之外，以提高个

体综合素质、完善个体社会化为目的，走出校门、深入社会，

了解国情为社会服务的教育过程，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促进大学生学习掌握专业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意义。

2�大学生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

高校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已有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

学组织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管理措施和做法，但在大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中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客观地分析、

正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这一教育活

动的质量、完善实践教学制度具有积极的深远意义。

2.1�学生参与面小且不够广泛、深入

目前，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多是以党员、学生干部为主

体，普通学生参与面不够广泛，参加度不够深入，自己不能

有所感悟，不能满足广大同学的成才需要，也不能满足社会

对大学生全面成才的基本要求，影响社会实践工作的进一步

深入开展。一般情况下，由于暑假社会实践相对较为集中，

当学生有其他活动时就有许多人会放弃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

这说明，目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存在着可参加可不参加的

随意性。选择坚持参加的个别同学可能带有获取某种奖励的

,PSURYH�WKH��RPSUHKHQVLYH�4XDOLW��DQG��ELOLW��RI��ROOHJH�6WX�
GHQWV��DVHG�RQ�6RFLDO�3UDFWLFH

�LD��LX

0HLVKDQ�3KDUPDFHXWLFDO�9RFDWLRQDO�&ROOHJH��0HLVKDQ��6LFKXDQ����������&KLQD

�EVWUDFW
2UJDQL]LQJ�VRFLDO�SUDFWLFH�LV�RQH�R��WKH�H��HFWLYH�ZD�V�WR�FXOWLYDWH�FROOHJH�VWXGHQWV��HPSOR�PHQW�DELOLW���LQQRYDWLRQ�DELOLW��DQG�LPSURYH�
WKHLU�FRPSUHKHQVLYH�TXDOLW���(��HFWLYH�FDUU�LQJ�RXW�VRFLDO�SUDFWLFH�DFWLYLWLHV��RU�FROOHJH�VWXGHQWV�LV�QRW�RQO��DQ�LPSRUWDQW�PHDQV��RU�
FROOHJH�WDOHQW� WUDLQLQJ�DQG�DQ�H��HFWLYH� VXSSOHPHQW�R��PRUDO� HGXFDWLRQ��EXW� DOVR�D�QHFHVVDU��H[WHQVLRQ�R��HGXFDWLRQ�DQG� WHDFKLQJ�
DFWLYLWLHV��7KURXJK�VRFLDO�SUDFWLFH�DFWLYLWLHV��ZH�FDQ�H[SDQG�DQG�GHHSHQ�WKH�SUR�HVVLRQDO�WKHRUHWLFDO�NQRZOHGJH�R��FROOHJH�VWXGHQWV��DQG�
form�a�scienti�c�knowledge�structure,�which�is�conducive�to�cultivating�college�students’�ideological,�political�and�moral�quality,�cultural�
TXDOLW���LQQRYDWLYH�VSLULW�DQG�SUDFWLFDO�DELOLW��

.H�ZRUGV�
FROOHJH�VWXGHQWV��VRFLDO�SUDFWLFH��FRPSUHKHQVLYH�TXDOLW�

基于社会实践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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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是培养大学生就业能力、创新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有效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
高校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手段、德育教育的有效补充，也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一种必要延伸。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能拓展和深化
大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形成科学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文化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综
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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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性意识。因此，如何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少一点功利、多

一些实效也是组织开展社会实践需要关注和改进的。

2.2�社会实践活动成果缺乏实效性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高校、学生层面

都不受重视，导致实践活动主体的针对性、适当性均存在较

大的问题，不能很好地与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进行对接。

同时，高校缺乏对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专业性指导，没有有

效的管理和考核机制，导致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不规

范情况 >��。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也基本局限于假期的短期实践，

这类社会实践难以得到各方支持，无法达到培养的效果。

2.3�社会实践活动多偏重形式而忽视实际效果

当前，大多数高校都已组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实践计划也比较周密、详尽，在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一般还

要进行工作总结与评比。而且，还会将评比结果与奖学金、

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关联起来。因此，几乎所以社会实践团队

都会带 '9、照相机等录音录像器材，每到一个社会实践点

就拉开旗子与当地领导人等合影留念，寻求评优资料，而不

是进行脚踏实地地调查研究，开展实际的社会实践工作。

2.4�社会实践缺乏连续性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不属于系统的教学环节，仅依赖于

经费、人员、场所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时断时续地开展，没有

形成稳定、有效且能够被社会、高校、学生三方共同接受和

普遍认可的学习生态 >��。此外，由于高校扩招导致学生数量

和高校指导教师数量有巨大差距，社会实践不能在人员、制度、

经费等方面得到保障，且受到多种因素限制，难以进行有效

组织并达到预期效果。

3�扩充实践内涵，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能力

组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

应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所需人才的必要教育环节。因此，要认

真探索实践育人的有效机制，保障教学实践条件和环境需求，

确保社会实践活动不流于形式，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够取

得应有的实际效果。

3.1�充分调动广大同学参加社会实践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组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社会

实际工作能力，培养良好的综合素质。学校应创造条件，形

成制度，尽可能满足广大同学参加社会实践的需求。在日常

工作中要注重对社会实践活动意义的宣讲，不断提高广大师

生对社会实践工作意义的认识，调动广大同学参加社会实践

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让他们意识到社会实践是自我提升综合

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

3.2�加强社会实践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使大学生素质

能力指导专业化

高校需要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能力强、勤思考、

善钻研、敢创造的教师队伍，使得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深入、

扎实、有效 >��。指导教师在实际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基

础上，进行仔细规划、全面评估、经验总结，不断发现并解

决其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性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指导，不断

结合社会实际、企事业单位实际和学生实际，进行科学决策，

满足各方需求。

3.3�全方位加强高校社会实践基地建设

社会实践基地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基本教学条件，社

会实践基地建设情况直接影响着能否顺利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因此，基地建设要面向社会，紧跟时代，做到以新对新。在

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中，首先要加强校内实践基地建设，校内

实践基地主要用于学生在校内开展与专业密切相关的实践教

学活动，因此校内实践基地的建设要与学科专业优势、生产

实际以及科技发展紧密结合，统筹规划，集中实施。比如：

建设一系列创新创业实验室、创业沙盘模拟基地、校企合作

项目、三下乡实践基地等供大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此外，

通过校内外实践基地的建设，既节省了学校实习经费，又实

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两者相得益彰。

3.4�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的制度化，建立大学生社会实

践的长效机制

依据特定的学科专业特点，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教学

原则，有计划、有内容地进行组织。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大

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制度，建立社会实践教学管理体系，制订

规范的社会实践活动章程、计划，使社会实践制度化、规范化。

3.5�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体系，规范素质能力发展体系

高校要将社会实践纳入到完整的教学方案中，使之规范

化、制度化，在人才培养的方案中加以体现，从而得到制度

保障。在制定社会实践的整体教学方案时，将必要的社会实

践活动与相关课程进行对接，使其成为一门必修课，进行学

时和学分的认定，从而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实

践教学活动。同时，高校要建立激励管理和评价机制，定期

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检查、监督、总结和表彰，形

成长效稳定的运行机制。

4�结语

社会实践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可有效地提

升大学生的素质能力。为了能满足新时代高层次人才培养的

需求，高校应日益发展和完善社会实践体制，加强社会实践

组织和引导，对其活动内容与形式等进行不断改革和创新，

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地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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