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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都工业学院作为四川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理事长单位，近年来以产教融合为主要办学特征，以专业、

课程为抓手，在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等方面有力支撑了应用型人才培养。同时部分学生课外时间加

入了学术科技类社团，如金相协会、机械创新协会、3D打印协会，在学科竞赛、志愿活动等方面充分发

挥了学生的能动性，与第一课堂相互衔接、协同育人。学术科技类社团是学生自发群众性组织，既不是

一个专业，也不是一门课程，成员来自不同的专业，没有固定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

活动时间、内容、形式不固定。本文以3D打印协会为例，坚持党建引领，以专业、3D打印创新实验室

为依托，从建立思政协同机制、丰富活动内容、拓展实践渠道、融合学科竞赛(科研)等方面不断加强思

政教育融合的力度、宽度和深度，让协会学生学会自主管理、自我塑造、自我提高。在不断参与和实践

中，使学生学术科技类社团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推进“三全”育人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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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ngd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the chairman unit of the Sichuan Association of Applied Un-
dergraduate College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s the main 
school running feature, and with the specialty and curriculum as the starting point, has strongly 
supported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in first-class specialty, 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
tion and other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some students have joined academic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associations in their extracurricular time, such as Metallographic Association, Mechanical 
Innovation Association and 3D Printing Association,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initiative in sub-
ject competitions, voluntary activities and other aspects,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first classroom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a coordinated way. Academ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s are 
spontaneous mass organizations of students. They are neither a major nor a course. Their mem-
bers come from different majors. They have no fixed talent training plan, teaching plan and sylla-
bus. Their time, content and form of activities are not fixed.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
opment and growth,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Taking the 3D Printing Association as an ex-
ample, this paper insists on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building, relies on professional and 3D print-
ing innovation laboratories, and constantly strengthens the strength, width and depth of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enriching activity content, expanding practice channels, and integrating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scientific research), so that the students of the Association can learn to 
manage, shape, and improve themselves. In the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and practice, the student 
academ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implement 
moral cultivation and promote the “three integr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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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用型本科高校社团是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实现全员育

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创新能力的第二课堂[1]。社团是

学生依据共同兴趣爱好自愿组成的群体，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成都工业学院为例，现有 63 个

校级社团，其中近 20 个属于学术科技类社团，如：金相协会、电子协会、智控协会、机械创新协会、计

算机协会、3D 打印协会等。这类社团不属于一个专业、一门课程，成员来自不同专业背景，也没有固定

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活动时间、形式、内容各有不同，有的活动内容以参加学科竞

赛为主，有的是开展志愿活动为主。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凝聚力弱、稳定性差等

现象。学生社团属于“非正式组织”，导致资源配备比较匮乏，在学生评优、评奖、就业等方面机会较

少。由于社团的保障、管理机制不完善，社团没有清晰的发展目标，社团活动很难高质、高效地完成[1]。
高校学术科技类社团的兴起也为课程思政的推进提供了平台，把政治思想融入社团文化当中，可完善课

程思政的内容。本文以 3D 打印协会为例，探讨如何把课程思政的理念运用到学生社团活动中，使学生

社团既作为第二课堂的主阵地，又成为工匠精神、爱岗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成为校园正

能量的源头，成为高校发展的稳定器[2] [3]。 

2.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术科技类社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2.1. 运行机制制约社团发展 

以成都工业学院为例，现有 63 个校级社团，包括综合类、学术科技类、志愿公益类、创新创业类、

文艺类、思想政治类六个大类，其中少量优秀社团脱颖而出，如思想政治类“求是共进社”依托国家一

流本科课程《形势与政策》，在思政专业老师指导下开展了朗诵大赛、形式与政策大讲堂，已获评四川

省高校“活力社团”。社团管理属于校团委。经费不足是制约大部分学生社团发展的一大因素。根据相

关文件规定，社团原则上不得收缴会员会费和接受社会赞助，而相当一部分学校对于社团活动没有单独

预算，其经费往往统一纳入团委活动经费，且预算力度非常有限。此外，高校无法为全部社团活动提供

的场地，学术科技类社团只能依靠专业、实验室，否则活动场地无法保障，直接影响社团活动的开展。 

2.2. 管理体制不健全 

健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组织健康运行和功能发挥的前提。学生社团具有自发性和结构松散

性的特点。部分社团还存在发展目标不明确、管理机制不完善、内部人员的职责分工不明确等问题。在

社团的机构设置上，存在盲目照搬其它大学生社团结构模式或延续使用传统陈旧的组织模式。此外，社

团成员流动性大，缺乏有序的社团文化传承。社团中团组织建设相对弱化，大部分社团都只注重其自身

活动开展，很少与团组织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导致社团组织的引领指导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2.3. 指导教师参与度不高 

学术科技类社团的特点决定了学生社团的发展离不开指导教师的引导，引导有助于学生社团的活动

的高效、高质地开展。应用型本科学校工作重心主要在于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及科研活动等提升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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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导教师开展社团思政教育没有相关的硬性考核与奖惩。为了充分发挥学术科技类社团在思想政治教

育、素质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学生个性发展及学生成才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教学管理部门与团委

应充分沟通和交流，共同选拔思想觉悟高、理论知识、专业技术扎实的教师，同时应明确社团指导教师

工作职责，制定相应的考核与奖惩制度。 
另外，从思政教育认识方面，社团思政教育与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引导方向不同。社团思政着力于

价值的辨识和认同，强调在价值观教育中使学生受到启示和教育，从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担当。

指导教师只有认识到在社团中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才能建立对思政教育的内在需求，

主动提升思政教学能力，真正将专业知识传授与育人结合起来。 

2.4. 社团品牌活动欠缺 

目前，学术科技类社团由于自身的特点，社团活动专业性较强，需要大学生不断自发学习相关专业

知识，比如智控协会，需要具备传感器、机械结构、硬件电路、控制软件、嵌入式系统开发、控制理论

等综合知识，才能开展相关活动。如何让会员在社团自发学习、活动中获得成就感，且对就业、考研有

相应的促进作用，需加强对社团活动品牌的打造。但大多数社团特色不鲜明，品牌活动欠缺，难以形成

自己的特色，从而弱化了其凝聚力、影响力，不利于社团的长远发展[4] [5]。 

3.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术科技类社团活动实施课程思政路径探究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术科技类社团更注重专业实践和创新能力，不同于研究型大学学术型社团偏重研

究能力。如何发挥学生社团作用 激发思政教育活力，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需要

进一步探究。 

3.1. 构建联动机制、树立“大思政”理念 

当代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仅依靠社团指导教师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合作，特别

是高校学生社团的主管部门和相关教学单位支持。应用型高校在努力完成第一课堂的思政教育工作的同

时，需要充分高效地利用学术科技类社团开展思政教育。运用互联网等技术，建立学生思想、活动交流

平台，部门之间及时交流和沟通。利用高校社团主管部门与大学生紧密接触的优势，加强不同归属教师

之间的紧密联系，正确认知思政教育本质，树立大思政理念，探索多渠道、多方位、灵活的教学模式[6]。
成都工业学院社团主管部门校团委每年开展“一社一品”项目、社团文化节等活动，力图打造“特色鲜

明、示范性强、可借鉴推广”的社团工作品牌，不断提高新时代社团工作能力和水平，实现第一课堂与

第二课的互融互促，无缝衔接[7] [8] [9]。另外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积极支持学术科技类社团的发展，成

立了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为学术科技类社团的发展提供平台。    

3.2. 健全社团管理机制，加大思政内容融合力度 

社团内部组织架构完善、管理规范、凝聚力强是开展社团活动的前提。3D 打印协会自 2018 年发展

至今，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特征，组织架构合理，管理规范，活动内容丰富。协会目前分为运营部、

技术部和人事部。运营部为大家整合更好的资源供大家学习，负责各种活动方案的策划、组织和实施。

技术部负责 3D 模型数据建模、3D 模型数据切片、3D 打印机使用与维护、3D 模型的后期加工等能力培

训。人事部负责社团内部的组织、人事的管理工作、社团文化建设社团活动。完善、合理的组织架构，

不仅可以激发学生活力，同时将课程思政寓于社团管理之中，既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开辟

了“第二课堂”，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并且让学生们在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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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和提升思想道德修养[3]。 

3.3.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高校校团委通过聘任、培训、考评奖励等措施，加强对社团专业指导教师的培训力度，同时可以调

动校内专业思政课教师担任社团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形成“专业教师+思政教师”协同育人的格局，弥补

长久以来思政教师独自育人的不足，解决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问题，提高专业教师育人能

力，提升思政课教师综合水平，促进高校人才培养，实现“三全育人”培养目标。 
同时，专业指导教师需要在业务、管理能力、思政能力等得到长效提升，才能有效地指导社团完成

各种活动，从而助推社团高质量发展。 

3.4. 创立社团活动品牌，加强思政教育融合宽度 

3D 打印协会近年来指导教师和相关部门支持下，不断拓展校内、校外实践渠道：组织“第二课堂”，

与其他学术科技类社团合作交流，参加校内相关活动等。通过参与实践活动，锻炼团队的沟通、合作、

创新能力。3D 打印协会协同创新创业学院完成组织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如“云上建模”、“智能印空”

等，累计参与人数近 600 人。同时与其他学术科技类社团开展合作与交流，如与智控协会进行编程控制

的交流与培训。同时 3D 打印协会成员加入学校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同类协会的交

流。另外，协会积极参加团委“三下乡”活动也可以，对中小学、幼儿园等进行相关科普培训，如 3d 打

印笔、3D 打印等相关培训。2022 年 12 月协会成员李国栋、熊晓霞、钟国蕾受邀参与郫都区首届“科创

高地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担任中小学 3D 打印作品评审。协会成员参加成都工业学院第一届实验

室安全微视频与海报设计大赛，原创视频作品《这是！那是！》(邓远辉、袁彬等)获二等奖，海报《仪器

与标识》(陈钰骅、李国栋等)获优秀奖。 

3.5. 融合学科竞赛，促进思政教育融合深度 

3D 打印协会成立历来，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四川省“创形杯”力学结构优化创意设

计大赛、四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铸造工艺设计大赛、四川省大学

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暨四川省数字化创新设计与工业软件应用大赛等学科竞赛等国

内力学、三维设计等重要科技类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 10 余项。通过参与学科竞赛让学生体

会到工匠精神、创新精神的真正内涵。同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学生通过参加科研项目，提高

自身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 

4. 结语 

成都工业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四川样板”，在连续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始终以服务国家急需

为己任，坚守实业兴国教育情怀，突出应用、服务地方与行业的育人传统。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学校

应充分发挥学术科技类社团在高校中的育人作用，加强社团的建设，实现社团发展与课程思政互融互促。

经指导教师、社团主管部门及相关教学部门的协同努力，贯彻知识传递、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三位一

体”育人理念，通过开展社团活动，潜移默化地将“手脑并用、学做合一”的理念传递给学生，不断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持续推进“全国一流四川引领”的应用型高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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