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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了解社会、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平台与窗口，更是

提升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渠道。进入新时期，社会发展步伐加快，就业形势也在发生显著变

化，竞争激烈，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各大高校纷纷推出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如火

如荼。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导致一些大学生社会实践流于形式，创新性不足，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本文

立足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必要性，分析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原因，并探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助力大学生社会实践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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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 platform and window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society,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also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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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to improv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mote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
riod, the pa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accelerating,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s also undergoing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competition is fierce, the import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practice is 
further highlighted, and major universities have launched various form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which are in full swing.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resulting in some college students’ so-
cial practice is mere form, lack of innovation, failed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effect. Based on the 
necessity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ac-
tical problems and reasons, and explor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help col-
lege students’ social practice to be implemented and achieve actual resul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Practice, Quality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前言 

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社会发展的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发展

需要，还是微观层面的职场需求，都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身在“象牙塔”内的

大学生来说，社会实践是他们走出校门、提前熟悉社会，增长见识，丰富才干，积累社会经验的法宝与

利器[1]。新时代新要求，传统应试教育背景下走马观花，侧重形式的社会实践已然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如何在素质教育的新格局下，探索走出既能贴合学生专业实际，又能为学生就业打好基础，同时还能丰

富素质教育内涵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模式，需要个人、学校、社会全方位参与，多角度发力。 

2. 大学生社会实践发展现状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课堂教育的必要补充，也是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思维以及创业能力

的重要方式。在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中，便十分重视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万

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等观念深入人心。在现代教育理念中，实践更是被推上新高度，强调“实践出真知”。

早在上个世纪末，国内不少高校便相继开设了社会实践课程。进入新世纪，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

社会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得到了高校乃至全社会的逐步认同，不少高校专门开设了相应的实践课程，

或利用寒暑假等假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大学生们也通过社会实践，进一步了解了社会，

增长了见识与才干，提升了动手能力，培养和丰富了创新思维，为就业和创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

大学生社会实践在纵深推进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形式主义浓厚，重过程轻结果，除了一些

人的观念没有转变外，一些高校在开展社会实践课程或组织相关实践活动时，也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甚至个别高校还将社会实践与学分挂钩，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学生的排斥，不利于

社会实践发挥正向作用。社会实践如何做到与时俱进，落到实处、推向深处，亟待多方共同努力。 

3. 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必要性 

1) 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教育，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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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深入。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高等教育对于学生感知社会、

融入社会的要求更高。大学生社会实践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帮助

大学生开拓眼界、提升自身素质与个人能力的有益途径。进入新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素质教

育越来越受关注，不断改革完善教育模式，适应时代发展成为共识。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

就要求学生既要具备理论学习的能力，也要拥有动手实践的能力。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目标是立德树

人，看重学生品格、道德素养，这些同样需要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磨练自我、提升自我，最终实现全面发

展的目标。 
2)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 
从现实来看，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的教育，因为有升学考试的存在，仍旧具有鲜明的应试教

育痕迹，课堂教学占据着绝对的比重。而到了大学，专业化、职业化成为主流方向，教学氛围也更加宽

松，培养和强化学生的社会意识、社会责任感、创新创造思维成了必选项，因此就需要大学生走出课堂，

融入社会，不仅仅是埋头苦读。此外，就业是每个大学生都要面对和思考的一大问题，如何提升就业率，

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也是高校绕不开的话题，大学生最终都要走向就业岗位。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呈

逐年递增态势，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竞争压力大，越来越“卷”，要想提高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大学生

提前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环境，并通过社会实践，积累社会经验。 
3)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渠道 
在当前的时代大背景下，高校是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堡垒，既是先行者，也是开拓者。所谓素质教

育，是指以培育、提升受教育者各方面综合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个性

和动手能力以及道德品质，提升综合素质也就成了大学生的一项重要学习任务。对于尚在学习阶段的大

学生而言，社会实践既是实践的课程，也是逐步迈入社会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大学阶段，学生已经划

分了专业，教学基本是围绕专业方向来开展，有着更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无论是哪一门专业，都需要

理论结合实际，社会实践就成为了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渠道，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学习

成果、转化智力成果，并提前熟悉了解本专业就业方向与形势[2]。 

4. 当下大学生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 对社会实践认知模糊，态度消极 
从我国教育模式沿革来看，应试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读书的目的性较为明

确，那就是为了应对考试，课堂教学被视作主责主业。例如，在传统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目的就是为了

考科举，“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些言论便直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到了今天，

应试教育背景下，顺利通过高考，上一所好大学，为自己的学业乃至今后的人生做好铺垫，打下良好的

基础，成为诸多学生乃至家长的共同心声。 
受此影响，重视课堂教学的观念根深蒂固，甚至不少人直接将学习与课堂教学划上了等号。导致学

生、学校乃至社会对于社会实践的认识模糊，态度也较为消极。不少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目的性并不明

确，不知道为啥实践、从何处实践、实践之后如何转化提升成为通病。而一些学校也将课堂教学作为主

业，忽视了实践教学，并未为学生行之有效地开展社会实践创造合适的条件。 
2) 社会实践流于形式，重过程轻结果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实践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也加剧了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从

过程上来看，部分大学生对于社会实践并无清晰的认知，目的性也不明确，事先功课没有提前做足，在

实践过程中走马观花。更有甚者，直接是闭门造车，关起门来在网上随便找点资料，东拼西凑一份调查

报告便了事，社会实践既没有落在脚下、也没有进入脑中[3]。从结果上来看，这种流于形式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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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帮助大学生真正了解社情、国情，也无法做到实践出真知，更无法在实践中检验学生的理论学习水

平。 
除了学生本身，一些高校在启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形式主义，没有正确认识到新时期社会实

践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而是简单对待、粗暴推进。例如有的高校直接将社会实践“下放”到学生社

团，下达完成任务，甚至有的高校为了学生完成任务，将社会实践与学分挂钩，这种“任务摊派式”的

推进，无形中为形式主义的产生和弥漫进行了“加码”。 
3) 学校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未能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高校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也就意味着如何让学生做好社会实践，是高校教

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既是职责，也是使命。社会实践既是活动，也是一项课程，这就要求，学校要认真

对待，做好课程规划。但是从现实来看，部分高校在社会实践课程设置上缺乏系统性，有的是将社会实

践视作课堂教学之外无关紧要的活动，有的是把社会实践单纯看作是学生活动，没有意识到学校在大学

生社会实践中要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学校课程设置的失当与学校正向引导的缺位，导致了大学生社会实践从定位上就没有上升到高等教

育核心教学任务高度，也无法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嫁接更多的社会资源，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一方面，

容易导致大学生在进行社会实践时盲目、盲从，缺乏科学指导；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因为社会资源的

薄弱，大学生无法接触到与所学专业契合的实践场地、岗位，导致社会实践缺乏针对性。 

5. 新时期大学生做好社会实践的对策探究 

1) 强化宣传引导，提高重视程度 
进入新时期，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就业形势，都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社

会实践也被提升到了更新的高度，无论是学生、学校，还是社会都应正确认识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提

高重视程度。从学生来看，要清醒地认识到大学阶段开展的社会实践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更是

拓宽专业理论知识转化渠道，强化综合素质，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以便更好地步入职场、踏入社会；

对于学校来说，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宣传引导，首先从学校层面提升社会实践的知晓率、参与度，引

导学生科学、有效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4]；从社会角度来看，全社会都应该认识到大学生既是生力军，

也是接班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就业问题的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持续稳定与长足发展，

既有现实意义，也有战略意义。因此必须群策群力，转变思想观念，化风成俗，统一思想，高度重视，

为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 优化课程设置，建立长效考评机制 
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一项教学任务，如何优化课程设置，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校应该充分了

解社会环境的变化，掌握职场需求，并结合自身办学特色，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确保课程设置科学合

理。主要应从两方面发力，一是与时俱进，扩大社会实践的范围，不再将社会实践局限为学生利用空闲

时间开展的社会调查，而是将勤工俭学、发明创造、自主创业等均列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灵活设

置课程，丰富其内涵；二是学校还应建立长效的考评机制，打破当前侧重调研报告文字材料考核的机制，

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将过程与结果均纳入考核体系中，例如可以适当设置鼓励奖、加分项等，并打造

多元评价体系，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并丰富考核机制，调研报告评比、PPT 演讲展示、现场调研打分等

齐头并进，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化被动为主动[5]。 
3) 整合社会资源，做好制度保障 
社会实践本质上是带有目的性的实践活动，而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目的性更加明确，那就是熟悉

社会、增长见识，提升综合素质，尤其是了解所学的专业背景、就业方向。但学生自身资源有限，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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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学校和相关部门做好制度保障，加大投入和政策支持。例如校企共建社会实践基地，为大学生开展

实践活动提供场地支持；积极吸引企业参与，与对口专业进行精准对接，便于学生快速找到符合专业方

向的实习实践岗位，更好地推动实践成果转化，校企互利互惠。与此同时，还要设置准入门槛，制定合

理的奖励机制和定向追踪服务模式，以及双向考核机制，从制度层面上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避免与企

业对口的社会实践沦为“打黑工”“磨洋工”，消除学生、学校和平台三方的后顾之忧，合作共赢。 

6. 总结 

社会实践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进入新

时期，随着社会环境和就业形势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必要性被推上了新高度，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

会实践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也是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渠

道。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当下大学生社会实践还存在对社会实践认知模糊，态度消极；社会实践流于

形式，重过程轻结果；学校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未能发挥正向引导作用；受传统观念影响，社会重视

程度不够等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问题，需要个人、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多元共建，强化宣传引导，提

高对社会实践的重视程度，优化课程设置，统筹谋划推进，并建立长效考评机制，突出实践的科学性。

同时整合社会资源，做好制度保障，真正让社会实践与时俱进，发挥最大社会价值，在推动大学生综合

素质提升、提升就业竞争力、优化高等教育体系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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