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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社会实践课程的组织实施及其在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作用进行了评述。从社会实践课程的建

设目标和要求出发，以省级社会实践课程《水处理新技术及应用》为例，介绍了社会实践课程的性质、

基本要求和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从教学内容、组织形式、教学重点与特色、课程评价机制等方面详细剖

析了社会实践课程的主要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对社会实践课程的教学效果和不足进行了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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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practice course and its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practice ability. Star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mis-
sion and requirements of social practice course, taking provincial social practice course “New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water treatme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nature of social practice course and the key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e main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s of the course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course organization, teaching emphasis and characteristic course evaluation mechanism.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deficiency of social practice course we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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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培养综合能力突出的优秀人

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新阶段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为适应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和变革的要求，持续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我国大力推

动高校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理念转变，推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教改举措。首先，大力推进“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校依据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行业对工程人才的要求，深层次

变革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多种方式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工程师后备人才。通过十余年的教育

实践，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化视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创新型工

程人才。其次，积极推进大学教育规范化，加快推行学科评估、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和国际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以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代表的高校专业评估体系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才产出为导向，以学生为

中心设计实施教学活动。其中，创新性人才培养作为核心内容之一，重点强调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提升其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第三，改革教育教学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多种形式提升

教学过程的直观性、实践性和工程应用性，提升学生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在工科专业

开设专门用于提升学生工程实践和服务社会能力的社会实践课程是重要的教改举措之一。此外，创新教

学方法，推广应用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对于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也具有显著效果[1]。 

2. 社会实践课程的性质和要求 

2.1. 社会实践课程的性质 

社会实践课程围绕学生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培养，旨在推动知识技能传授与社会实践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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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立德树人、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提升大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组

织引导学生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社会实践活动，推动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教育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培养学生报效祖国、认识社会、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意识和

能力。安徽省教育厅于 2020 年开始在质量工程项目中设立社会实践课程示范课。课程要求必须是纳入人

才培养方案的非实习、实训类课程，依据课程内容配备完整的指导教师团队，包括理论课教师和社会实

践指导教师。同时，课程要求具有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教学过程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70%
以上学时深入基层。社会实践课程以基层实践为主的教学过程及独特的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对于学生创

新意识和综合能力的培养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安徽理工大学《水处理新技术及应用》课程具有多年开始

经验，获批了安徽省首批社会实践类一流课程。 

2.2. 社会实践课程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1) 理论教学对知识技能培养支撑不足的问题。传统教学形式仅靠课堂讲授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中缺

少实验实践教学体验，知识技能的问题导向不清晰，因此不能将知识转化为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
通过社会实践教学，可将理论知识直观化和具体化，同时与水污染现状、水处理生产实践紧密相连，不

但可以提升学生学习动力和自觉性，而且可以促进其对水处理工程需求、工艺原理的理解，提升工程应

用能力，实现系统化的知识技能内化。 
2) 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大学的首要功能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毕业

生了解社会需求和生产实践，所学知识技能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将专业课程教学社会实践化，在理论

知识与技能和社会需求与工程实践之间建立桥梁，可以有效弥补学生在实践训练和生产现场经验上的不

足，打破大学生综合能发展和创新意识培养过程中的主要限制因素，可大幅加速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

会的进程[3]。 
3) 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不足的问题。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项目和课外实践作品系列竞赛，为学生的

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训练平台。大学生“双创”项目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互联网+”为社会实

践课程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实践平台和训练内容，通过社会实践教学，自然的将学生引入了丰富的社会需

求和水处理工程实践中，提供了真实迫切的问题情境，可以激发其灵感，实现从知识、技能到创新、创

业的升华。 

3. 课程的主要内容和组织形式 

3.1. 课程背景与建设基础 

《水处理新技术及应用》课程始建于 2013 年。开设伊始，该课程作为理论课全部内容都通过课堂授

课完成。2016 年，为加强课程的实践性，将课程学时的 30%调整为实验实践学时。作为社会实践环节对

课程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进行大规模改造，开始于 2018 年，已有 4 年建设历史。开课时间为本科生第 6
学期后半段、专硕第一学期后半段，主要授课对象为环境、材料、化工专业的三、四年级的本科生和材

料与化工、材料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本课程主要教授学生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循环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技

术工艺、设备等，前设课程包括环境工程原理、絮凝与固液分离，资源分离与分选技术等。自 2016 年开

始，作为特色课程，建设完善了课程实验与实践平台，先后与多家水务公司、水处理厂、环境设备生产

企业签订产学研及实习基地协议。由于水处理与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连，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选课人数快速增加。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少毕业生在水处理相关行业就业、深造，部分毕业生已快速成

长为企业业务骨干和管理人才。2019 后课程开设引入线上教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并建立了

线上教育学习平台。其中包括授课视频、现场录像、视频资料。其它线上链接资源包括：中国大学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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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智慧树、雨课堂等网络学习资源的链接，可供学生预习、自学或课后复习使用。 
本课程主要教授学生污水处理新技术的基本理论、工艺、设备及其工程应用。主要内容包括水质标

准与监测方法、城镇污水处理技术和典型工艺、超临界水氧化技术与湿式氧化技术、膜处理技术与 MBR
工艺、生物脱氮除磷新工艺与新技术、污水生物处理新工艺及污泥处理新技术等。 

3.2. 教学内容与组织形式安排 

依据社会实践课程要求，对《水处理新技术及应用》的课程大纲和授课计划进行调整。其中，本科

生课程总学时 32 学时，其中社会实践学时 23 学时，学时课时占比 72%；研究生课程总学时 36 学时，其

中社会实践学时 25，学时课时占比 70%，均满足社会实践课程深入基层学时 > 70%的要求。以本科生课

程为例，依据教学大纲要求，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和授课方式按照以下计划进行。第一章水质指标与生

化法水处理，14 学时，其中实践学时 9 学时；第二、三章超临界水氧化技术与实施氧化技术，共 4 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2 学时；第四章光催化水处理技术，6 学时，其中实践学时 4 学时；第五章膜处理技术，6
学时，其中实践学时 4 学时；第六章污水生物脱氮除磷新工艺，4 学时，其中实践学时 2 学时；第九章

污泥处理新技术，2 学时，全部为实践学时。 
本课程社会实践环节开展分别在校内和校外开展。校内实践主要在实验室和校实践活动中心进行，

其中 1 个学时用于对校内景观水体的取样、分析；校外社会实践在污水处理厂及学校周边水环境现场、

农村养殖基地、城市景观水处理站等进行。另外，通过与省内外水处理企业、设备生产商、研究院所等

合作企业合作进行实地或视频实践授课。 

3.3. 教学重点与特色 

与国内外同类课程相比，本课程在内容上更偏重水处理新技术及其应用场景的介绍，在教学目的上

更注重水处理工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强调学生在水环境保护、水处理工艺及实际水污染治理方面的综

合能力提高。同时，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水处理相关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和扶贫帮扶活动，培养学生

认识社会、研究社会、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因此，本课程能够利用较少的学时培养学生

的实践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意识。 

3.3.1. 以讨论和实践案例开展课程思政 
将课程思政引入到社会实践课堂教学中，在讲解理论知识过程中恰当地穿插课程思政元素[4]。通过

课堂讨论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我国水资源及水污染情况，提高学生水资源保护意识。通过水污染治理实例

和工程案例介绍国内外，特别是国内水污染治理新技术及新进展，加强其“四个自信”意识，增强其从

事水处理相关行业的信心。为了强化效果，部分思政内容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以讨论等形式提前发布，

让学生有备而来、深度参与讨论。 

3.3.2. 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1) 以实践训练为抓手，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从新生入学开始，吸引感兴趣的学生进入本课程相关专

业实验室，加入创新实践团队，在老师及高年级学生带领下开展水处理相关实验研究和实践活动。提高

学生学习课程、提高能力的积极性。 
2) 注重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引领作用。由承担课程的教师指导高年级研究生组织创新实

践团队，选择与水处理生产实践和社会服务密切相关的突出问题作为训练课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每年招新，补充新鲜血液。近 3 年团队成员共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6 项、省级 9 项，课

题均与水处理活动相关，项目参与者均受到较系统的水处理实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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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课程实验体系。通过连续几年的特色专业建设和“双创”训练项目等大学生实践活动的持续

开展，本课程相关实验软硬件水平提升较快，逐步建成较完备的课程实验和实践创新体系。实验项目和

实践训练专题渐成系统，形成了涵盖水处理技术全流程的实训体系。 

3.3.3. 教学过程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1) 社会实践贯彻理论教学全过程。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开展经常性、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深

入社会基层和生产现场，使学生直观生动的掌握水处理工艺、核心设备及水处理运营过程。课程教学与

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相结合，强化知识运用和实践创新能力。 
2) 积极开展案例教学，提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效果。通过收集整理水处理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

和工程案例，形成适应教学大纲和学生水平的教学案例库。进而结合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内容，开展工

程应用的案例教学。由于教学案例源于社会生产实践，因此既包含社会需求和复杂工程问题，又与理论

知识和水处理工艺密切相关，可以在理论技能与实践创新能力间建立桥梁，促进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 
3) 实践基地资源丰富。为促进社会实践教学的开展，开拓了多家水务及水处理公司、环保设备公司

和水处理产业研究院，建立覆盖面广、多层次的实习基地库，并聘请企业管理者和高级技术人员为企业

指导教师，利用其丰富的水处理实践经验为社会实践教学提供实践支撑。 
4) 引导研究生和本科生组队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以本课程教学为基础，积极引导学生将所学

知识在生产生活中加以应用。鼓励学生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挑战杯”、“节能减排大赛”、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双百双创科普作品竞赛”等大学生创新创业及帮扶实践活动。 

3.4. 成绩评价机制改革 

本课程成绩考核采用包括平时成绩、实践与操作、解决问题能力、期末考试成绩在内的多元评价体

系。具体考核方法与指标如表 1 所示。通过课程评价机制的改革，突出课程的社会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

导向性，引导学生主动开展社会调研和资料收集，积极参加实践训练、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等提升实践

创新能力的活动，切实提高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Table 1.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able of “new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course 
表 1. 《水处理新技术及应用》课程成绩评定表 

指标/权重 分指标 权重 考核形式与内容 得分 指标得分 

平时成绩 
30% 

考勤 40% 出勤表  

 课堂互动 30% 课堂表现、课堂提问、回答问题情况  

观点表达 30% 5 分钟课堂演讲质量  

实践过程与 
操作 25% 

实验操作 40% 实验设计、动手能力、操作规范性  

 
社会实践现场表现、 

互动情况 
20% 在实践现场与技术人员的交流积极性、 

讨论问题质量 
 

实验(实践)报告 40% 数据处理、分析方法、实验结论、 
报告的规范性 

 

解决问题 
能力 30% 

案例(综述)报告 50% 案例(综述)报告的选题、深度、实践性、 
文字质量 

 

 
创新与观点 30% 实践过程中的创新与改进；创新性观点  

团队与合作 20% 加入团队情况、发挥作用及沟通合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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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竞赛活动 
15% 

参加“红旅”活动、 
创新团队 

60% 参与度、活动表现  

 
参加“互联网+”等竞赛 20% 选题情况、作品质量、参与度  

获奖 20% 获校级奖以上满分  

总评：      

4. 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 

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和教学实践，《水处理新技术及应用》社会实践课程建设已经初见成效，改革

思路与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课程教学团队全面更新了教学理念，从人才产出的角度出发，突出学生综

合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在教学内容方面，不但注重水处理知识技能的传授，而且突出新工艺、新技

术的介绍，特别强调知识技能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在教育教学方法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实践课

程授课模式、组织形式，通过多种形式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社会实践教学及创新实践训练/竞赛相协

同，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案例教学等形式开展理论教学；建立了充足的

校内外实践资源和社会实践基地，聘请了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指导教师，组建了发展持续的大学生科技

创新和社会实践团队。近年来，课程教学在教学效果、教学成果和影响力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受到相

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认可。由于课程与城镇生活污水、养殖水体、城镇景观水及各类工业污水等的

水处理实践紧密相连，所涉知识技能不但直观亲民、接近生产生活，而且具有趣味性和实践性，易于在

实践中应用并取得成效，因此能激发学生参与水处理相关的科技创新及参与创新创业、扶贫帮扶的热情，

受到广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热烈欢迎。 
 

 
Figure 1. Reform ideas and logic diagram of “new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course 
图 1. 《水处理新技术及应用》课程的改革思路与逻辑关系图 

 
以本课程学习为基础，开课专业每年都有 20%~35%的学生在水处理相关行业就业、深造，部分学生

已成为企业骨干技术力量。承担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近 20 项，组建建立与本课程相关创新实践团队

达 17 个，涉及学生 109 人。指导学生获得“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节能减排大赛”、“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双百创新创意大赛”等国家奖 2 项、省级奖励 6 项。 
在社会实践课程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1) 在理论教学方面，由于理论知识传授学时有限，

因此基本理论和技能的传授不足，系统和完整的掌握水处理新技术体系比较困难。要想利用有限课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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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达到理想的理论教学效果，必须提升教学效率。在教学实践中，线上线下、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虽然

可以提升学生参与兴趣、拓展教学时长，但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由于学生特点多

样，部分学生不适应这些教学方法，致使部分学生理论基础较差，从而对后面的社会实践教学的支撑不

足。2) 在实践教学方面，社会实践的效果受诸多因素影响[5]。社会实践领域和题目的选择与学科方向、

地域特点、工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也受多种因素限制，因

此学生受到的实践训练参差不齐。3) 在成绩评价机制方面，由于社会实践课程考核涉及知识、技能、实

践、应用等诸多方面，因而成绩评定涉及面广、影响因素较多，特别是，社会实践部分的考核指标很难

定量评价。要做到课程成绩评定的客观公正，成绩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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