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的高等教育体系对社会实践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针对本

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不同特点, 提供相应的社会实践模式, 对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和素质教育的推进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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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国内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模式 , 结合上海交通大学社会实践工作情况阐述了怎样构建社会实践
教育体系 , 同时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体系的整体构建作出了展望。
关键词 大学生 ;社会实践 ;教育体系 ;构建
中图分类号  G642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07 - 01286 - 02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ystemof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Practice
WANG Lin-yuan (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5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mainly mod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practice . Combi ned
wi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 social practice , the author explai ned howto construct the education systemof social work . At the sameti me ,this pa-
per looked forward to the whol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ystemof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prac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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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背景

高校社会实践是指按照社会要求, 以教育、培养高校学

生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目的的实践环节和活动。

20 世纪80 年代 , 一些高校的团组织相继开展了社会实践活

动, 组织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走出校园 , 接触社会, 使大学生

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增长才干。这种有益的活动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从此 , 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便陆续

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开展起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社

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贴近社会变革和大学生自身成

才的需要, 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社会实践的现状与

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笔者就怎样在新形势下构

建社会实践教育体系展开论述。

2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现状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服务社会的有效形式, 也是大学生接

受锻炼、增长知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更是大学生将学校

的科研成果与社会实际需要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 有利于

“产学研”一体化建设, 因此得到了高校的普遍支持。目前我

国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2 .1  假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这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开展的最

早模式 , 规模大、声势大、参加学生数多。

经过多年努力, 它已发展成各有特色的服务小分队, 多

以小分队形式, 发挥大学生的知识优势 , 利用暑期深入社区、

深入山区, 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如

大学生医疗服务小分队、贫困地区支教服务小分队、乡镇企

业科技服务小分队、科技文化知识宣传小分队等, 深入到工

厂、机关、农村街道社区, 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 发挥自

身专业优势, 开展企业技术攻关、科普知识讲座、医疗卫生服

务、社会状况调查、困难群体帮扶、扶贫济困支教、和谐社会

宣传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实践一

般在假期进行, 对学生学业影响较小, 较受学生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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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模式的社会实践时间较短, 且受经费制约, 要在

短期内深入开展并做出成果难度较大, 个别组织不善的, 还

会变成一种变相的旅游。随着大学生规模的扩大和学生社

团的种类多样化, 这种实践模式的发展受到制约。

2 .2 大学生挂职锻炼  这是近几年有关高校探索出的大学

生社会实践新模式, 大学生通过当地政府组织部门安排, 担

任乡镇政府或企业单位负责人助理 , 结合学科特长开展工

作。大学生可深入社会、接受锻炼,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

由于前期同学的努力 , 做出了许多成绩, 得到了社会认可。

与假期服务小分队相比, 这种社会实践模式在成效上有

明显进步, 但因涉及学校管理层面与当地政府间的联系与协

调, 参加学生人数有限 , 对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需求不同。

同时这种社会实践需要大量时间 , 与教学融合度不高。

2 .3 与地方合作建立大学生培养基地  这是因社会发展

需要而产生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新模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的深入, 一大批有实力的企业正在壮大。为应对全球化的挑

战, 不少企业十分重视产品的开发, 注重关键技术的原创性

研究, 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积极参与, 与高校合作创办各类

专门技术研究所, 实施见效快的“借脑”开发; 研究所建在厂

里, 企业领导看得着、叫的应, 又能提高企业形象, 因此企业

舍得高额经费投入。这种模式可克服前面几种模式存在的

不足, 使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质和量都得到了较大提高。其较

为稳定的科研方向、较为充足的研究条件以及较为稳定的经

费支持( 包括对学生在学期间生活条件的改善) 受到多数大

学生的欢迎。同时由于这种社会实践的相对稳定性和可计

划性, 便于与教学安排相融合, 为大学生接受锻炼创造机遇 ,

也为与学位论文课题研究相结合提供了可能和有利条件。

2 .4 与地方企事业单位建立联谊会 项目联谊是通过大

学生会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家协会组织建立联谊会。其科技

服务的功能 , 相当于到大医院就医的预诊, 即根据要解决的

问题, 先由联谊会学生做一些初步调查 , 明确性质后再介绍

给对口的研究所室和有关教师。这样做, 降低了企业到高校

寻求支持的“门槛”, 又因“预诊”后的对症“就诊”, 提高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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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功率。这种模式发挥了学生的主体积极性, 提高了学生

组织的活动档次, 使参与学生得到多方面的锻炼。经常性地

开展联谊活动、加强信息交流, 不仅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也为企业提供了较为“廉价”的技术

支持。因此这种模式同时受社会和学生的欢迎。

2 .5 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 大学生的社会实

践除了上述形式外 , 还有利用平时课余及双休日时间进行的

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党员义务劳动、参观考察学习、调研宣

传、社区服务等形式。如 : 走进下岗职工家庭、福利院、敬老

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担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种展览的

义务讲解员, 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咨询、环境保护宣传等。

3  当前大学生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高等教育采取理论学习和学科研究工作相结合

的培养体系。学生以班级形式学习一些课程, 掌握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为将来的工作打基础。这种教育模式曾

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发展 ,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确立, 社会和国家对高层次人才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

求, 传统的模式必须进行改进和创新突破。传统的高等教育

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 .1 师生数量上的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步

伐的加快, 我国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据统计 ,2004

年我国高校普通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成人教育招生人数分别

达到 447 . 34 、32 . 63 和 221 . 16 万, 分 别 比 1998 年 增 长

321 .83 % 、350 .01 % 和120 .85 % 。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影响 ,

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尤其是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多为“师傅带

徒弟”式封闭式培养模式, 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 重视指导

教师的个别指导功能。但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 , 这种培养

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 师生数量上的矛盾日益突

出。如: 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甚至数十个研究生, 有些导师甚

至几年下来连谁是自己的学生也分不清, 不少学生1 年也难

得见导师几次。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培养模式只有在充分

挖掘自身潜力、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创新才能适

应新形势的发展。

3 .2  对高校老师的考核模式不合理  现有的高校老师考核

模式使高校老师将工作主要精力放在完成教学课时量和自

己的科研工作上。有些老师将主要精力放在拉课题、跑项目

上, 还有些老师行政事务缠身, 非业务活动繁多。这使得大

学生无法从老师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自

学相关技术。同时 , 少数老师承担的科研项目少, 缺乏科研

经费, 无法给学生提供参与科研实践的机会。

3 .3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不强 “信息爆炸”时代对大学生的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创新能力日益重要。抽样调查显示 ,

高达80 % 的研究生认为自身的科研能力一般、缺乏创新精

神。研究生尚且如此 , 我国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可见一斑。

4  社会实践教育体系的构建

由于社会实践在大学生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通过

社会实践来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教育体系就显得十分必

要。社会实践不单单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一种手段, 而且可

以作为大学生培养的主要方式。构建社会实践教育体系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 .1  提高认识 , 重视实践教育 不少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重理论, 轻实践”、“重课堂, 轻课外”的倾向。在西方发达

国家, 无论是政治教育、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社会规范教育 ,

还是宗教教育, 都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把社会实践

作为载体, 贯穿于各种教育活动之中; 国外不少著名大学的

教授甚至诺贝尔奖得主都亲自在实验室里辅导实验。

要提高高校教职工对社会实践重要性的认识 , 把社会实

践贯穿于各种教育活动之中, 并积极创造有利环境便于大学

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 同时要让学生家长认识到社会实践在

大学生培养体系中的巨大作用, 加大对子女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的支持力度。

4 .2 因材致用, 细分实践工作 社会实践教育体系的构建

需要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同特点, 安排不同形式的社会

实践活动。

4 .2 .1 本科生。本科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较高, 但是

由于其专业技术水平离社会需求仍有一定距离, 所以一般安

排从通才培养到专才培养逐步过渡的社会实践工作。① 一

年级本科生。主要开展以军政训练、勤工助学为主的社会实

践活动, 鼓励学生在假期可就近就便安排社会实践活动; ②

二年级本科生。主要开展社会考察、社会调查为主的社会实

践活动, 鼓励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到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

③三年级本科生。主要开展见习就业、课余挂职锻炼为主的

社会实践活动, 鼓励学生结合自己专业 , 有的放矢地开展社

会实践活动; ④四年级本科生。主要开展毕业实习、毕业设

计为主的社会实践活动。

4 .2 .2 硕士研究生。①工科硕士研究生。其培养目标为项

目工程师, 所以可在研究生中进行社会实践项目招标, 让研

究生组成技术团队来承担具体的社会实践项目。这样既解

决了社会需要的科技问题, 又提高了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 ②文科硕士研究生。其社会实践形式主要为假

期挂职锻炼。社会实践中, 文科硕士研究生担任地方政府或

企业单位负责人的助理, 可结合学科特长开展工作。一方面

其利用所学知识协助地方开拓工作思路, 解决具体问题。另

一方面可通过挂职锻炼认识社会需求, 发现与专业相关的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 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 ; ③理科硕士研究生。

根据专业实际情况结合以上2 种形式开展。

4 .2 .3 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是高校科研工作的主力军 ,

其社会实践工作必须将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使博士生在

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创新。以上海交通

大学为例。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社会实践工作是以地方社

会实践基地为基础, 尝试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建立“博士生科研

工作站”, 使社会实践活动长期化、深入化开展。博士研究生带

领一支学术梯队, 通过在“博士生科研工作站”的社会实践, 选

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开题后通过“博士生科研工作站”收

集第一手数据资料, 开展针对性的试验工作, 发掘创新点和突

破点,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完成相关科研工作。

5  总结与展望

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能自觉地将课堂教育和书

本知识运用到社会实际需要中去, 既能够学以致用又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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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及相关知识, 对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能给予

完整、准确的回答 ; 熟练掌握实验步骤及可能出现的结果, 加

强对实验结果的判断能力和解释推论能力 , 引导、组织学生

分析、讨论。这样, 通过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有机

结合, 既训练了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操作, 又培养了学生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4  注重比较和归纳, 培养良好的学习方法

在遗传学课程中 , 有很多易混淆的概念, 如嵌镶显性与

共显性, 母系遗传与母体效应, 重叠作用与累加作用 , 上位作

用与抑制作用, 从性遗传与伴性遗传等,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

学习和掌握这些基本概念和理论 , 在理解的基础上达到记忆

的目的 , 教师在设计和组织教学时应注重引导学生将类似的

知识点联系起来, 通过比较发现它们的本质区别。

图表教学直观形象、高度概括、简明扼要, 不仅能加深学

生对新知识的理解, 突破难点, 减轻学习负担 , 而且有利于学

生掌握知识的内在规律 , 使知识结构有序而且清晰, 增强综

合问题、比较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细胞分裂时, 可以将有

丝分裂与减数分裂的特点与区别归纳如下( 表1) :

  表1 有丝分裂、减数分裂的特点与区别

有丝分裂 减数分裂

发生时期 整个生命周期 生殖时期

发生部位 任何组织 ,体细胞 性腺组织, 性细胞

分裂次数 1 次 2 次

产生子代细胞数目 2 个 4 个

子代细胞染色体数目 与母细胞相同 是母细胞染色体数的一半

分裂实质 姐妹染色单体分离
的均等分裂

(1) 减-Ⅰ, 同源染色体的减数
分裂 ;( 2) 减-Ⅱ, 一个染色体
组的分裂; 姐妹染色单体的
均等分裂

有无联会和互换 无 有

子代细胞遗传组成 与母细胞相同 父母本遗传组成的重新组合

  通过图表和比较教学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 实现了教学

目标, 而且可以培养学生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 , 锻炼学生准

确分析知识的能力。

5  理论联系实际, 提高学习热情

遗传学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医学、农业、资源、环

境、刑侦等领域均可看到遗传学理论与技术的广泛应用。为

了更好地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求知欲、提高学习热情、

深化学习主动性, 在讲授理论知识时, 尽量举一些遗传学知

识指导实践的例子, 理论联系实际 , 促进学习。如在讲 ABO

血型遗传规律时, 可以先质疑:“为什么输血时要验血型”,

“如何通过血型来进行亲子鉴定”等, 使学生带着问题听课 ,

提高学习效率。

家畜、家禽、人类都有着相似的遗传基础, 在讲伴性遗传

时, 可以根据伴性显性遗传的特点引入芦花母鸡与非芦花公

鸡( 白来航除外) 杂交, 通过后代羽毛颜色对雏鸡进行性别鉴

定的例子。此外还有许多与生活、生产实践紧密联系的例

子, 如为什么女性红绿色盲的发病率低? 为什么只有男性出

现外耳道多毛表型? 为什么人类的性别比例在自然状态下

总保持平衡( 1∶1) 而不产生太大的偏差⋯⋯。通过这些问题

的提出与讨论, 创造出一种愉快和谐的教学气氛, 使学生的

思维处于活跃敏捷的状态, 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有利于对抽象、逻辑性强的问

题的理解, 提高教学效果。

6  优化考试方法, 端正学习态度

考试是检查和督促学生学习的一种方法。在以往的考

试中, 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这就导致了

平时不学习, 考试之前临时突击 , 死记硬背, 应付过关的现象

普遍存在, 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因此, 有必要建立更为完善

的考试制度 , 将学生平时的学习成果记入课程的总成绩, 并

做到科学性与公正性相结合, 可行性与可比性相结合, 稳定

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是期末成绩占总

成绩的70 % , 考试内容包括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根据

父母的基因型与表现型写出后代的基因型、表现型及其比例

等, 力求覆盖课程的所有知识点, 保证命题的客观性和科学

性; 平时成绩占10 % , 这部分内容包括平时的出勤情况、课堂

回答问题情况及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 重点考察学生的学习

态度; 实验课成绩占20 % , 在实验课成绩评定中克服了以往

单纯依据实验报告确定成绩的弊病 , 增大了动手能力、认真

程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核中所占的比重, 坚决

杜绝不做实验只交实验报告的现象存在。在对非卷面成绩

进行评定过程中, 制定了一系列严格、规范的标准, 避免掺入

过多的随意性和评价性, 保证有效、全面、准确地评价学生的

学习质量。这样, 考试内容的多样化及深度和广度的增加 ,

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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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是社会、

学校、家庭乃至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应把社会

实践能力作为学生培养的重点工作 , 将社会实践贯穿于高

等教育的全阶段。

现在我国的社会实践教育体系的整体构建仍处于摸索阶

段, 通过不断探索社会实践模式, 将社会实践活动层次化、规范

化、长短结合、点线面并重, 实事求是地推进社会实践工作, 充

分发挥社会实践在高等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 必然能构建出适

应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践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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