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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教学大纲

2020年制订

课程编号 20130007 课程名称 社会实践 考试/考查 考查

总学时/周数 2 学 分 / 学 期 1-7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适用专业 全校学生 开课单位 团委

概述：社会实践是一个综合实践环节，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是

高等教育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学生，必须德才兼备，既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

优良的品质修养，又要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和扎实的专业基础，还必须具备综合运用并发展这

些知识的实践能力。运用集中授课培训和现场实践指导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了解、认识国

情的基础上，充分认识社会对优秀人才规格要求，在加强大学生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教

育的同时，着重培养和锻炼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知识的意识和能力。

一、课程目标

1.帮助大学生进一步理解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强化青年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感和责任感；

2.帮助大学生熟悉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掌握组织和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具

体方法；

3.帮助大学生增进社会认知、健全人格品质，在了解国情、懂得民情的基础上积累社会

阅历、磨砺道德品质；

4.帮助大学生学以致用，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创新精神，运用所学科学理论、专业知识

和基本技能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进而促进大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增长知识和才干，

并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5.帮助大学生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等，具备环境保护意识。

表 1 课程目标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指标点 关联度

课程目标 1 1.思想道德

1.2 践行“博闻强志、正道直行”的校训，

具有敬业爱岗、艰苦奋斗、乐于奉献、遵纪

守法、团结合作的品质；具有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

H

课程目标 2 11沟通与交流能力
11.1 具有撰写网络工程研究报告和设计文

稿、准确表达自己观点或回应指令的能力，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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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指标点 关联度

能够就网络应用系统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

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课程目标 3

11.2 了解网络工程领域的国际发展动态，关

注本领域国际热点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

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备良好的表达

沟通能力。

M

课程目标 4 9.职业规范

9.3 理解网络工程专业工程师对公众的安

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能够在专业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M

课程目标 5
8 追踪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8.1 能够持续跟踪国家有关网络工程领域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和法津、法

规，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和意义。

M

二、主要要求

1. 深入社会，了解国情、民情，增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

2. 深入实际了解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和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实际问题，增强社

会主义信念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使命感；

3.深入工农，了解劳动人民的工作、生活状况，学习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的优良品德，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4.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体验劳动生活，了解生产实际，增强劳动观念和实践第一的观点，

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5.开展勤工助学，并运用所学知识为社会服务。

三、主要内容

第一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与重要意义

第一节 理论基础：认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素质教育理论、十六号文件精神、大

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等

第二节 指导原则

1.坚持育人为本；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3.坚持课内外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4.坚持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5.坚持整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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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意义

1.有利于学校发展：实现社会服务功能、实现产学研结合、扩大社会影响等；

2.有利于地方建设：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3.有利于学生成才：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社会认知、健全人格品质、提高专业技能、对

接就业创业。

第二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发展沿革与国内外比较

第一节 实践启航：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社会实践

第二节 破浪前行：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社会实践

第三节 扬帆竞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社会实践

第四节 百舸争流：新世纪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探索

第五节 他山之石：国外大学生社会实践概览

第三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第一节 主要内容

1.实践教学和科技发明；

2.生产劳动和知识服务；

3.社会调查和“红色之旅”学习参观；

4.勤工助学和志愿服务。

第二节 主要载体

1.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关注三农、支教助学、服务西部、科技助残等；

2.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绿色环保、法律援助、健康咨询、社区

义工等。

第三节 主要形式

理论宣讲、社会调查、学习参观、生产劳动、科技扶贫、挂职锻炼、就业见习、文艺汇

演、勤工助学、兼职创业等

第四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工作运行

第一节 组织策划

1.宣传发动；

2.确立主题：现实性、可行性、创新性；

3.制订方案：结合时代主题、结合专业特点、结合地方实际、结合就业准备（个人、团

队）；

4.项目申报：集体项目（团队）、个体项目。

第二节 具体实施

1.联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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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前准备 思想、知识、物质、身体、交通上的准备，团队的组建与协调；

3.出征仪式；

4.活动开展；

5.方案调整；

6.实况记录；

7.活动宣传 新闻稿的写法、主要媒体、投稿的方法与技巧。

第三节 总结表彰

1.结项答辩报告撰写；

2.鉴定考核：实践成绩的鉴定、实践学分的认证；

3.材料总结：材料归类整理、先进的申报申请、总结报告的撰写；

4.成果交流 “实践归来话体会”、成果展示；

5.评比表彰。

第五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中的注意事项

第一节 安全防范

交通安全、财务安全、食品安全、住宿安全、野外安全、交友安全、疾病预防、滋扰防

范等。

第二节 社交礼仪

临行礼仪、实践礼仪、签约礼仪、辞行礼仪。

第三节 权益维护

法律知识准备，警惕、识别非法行为，法律手段的运用（个人权益、组织权益）。

第六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常用文本范例

第一节 项目申报书

第二节 活动策划书

第三节 财务预算书

第四节 基地协议书

第五节 考核登记表

第六节 安全预案

第七节 调查报告

第八节 总结报告

第九节 实践感悟

第十节 实践日记

四、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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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会实践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 时间安排 备注

1
第一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与重要意

义
1天

2
第二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发展沿革与国内外

比较
1天

3 第三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4天

4 第四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工作运行 3天

5 第五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中的注意事项 2天

6 第六章 大学生社会实践常用文本范例 3天

总 计 2周

五、成绩评定

按优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60

分以下）五级分制记分。成绩评定参考下列标准：

表3 成绩评定参考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分值
优 秀

(90≤X<100)

良 好

(80≤X<90)

中 等

(70≤X<80)

及 格

(60≤X<70)

不 及 格

(X<60)

课程目标1 100

社会实践报

告完整清楚；

有对历史使

命感和责任

感的正确认

识与理解；实

践课程全勤。

实习报告完整

清楚；基本有

对社会活动的

认识与理解；

实 践 课 程 全

勤。

实习报告基

本 完 整 清

楚；有对历

史使命感和

责任感的认

识与理解的

记录；实践

课程全勤。

报告尚完整；

只是简单书面

总结，没有深

入思考和正确

理解；实践课

程缺勤不超 2
次。

报告不完

整；缺勤

超过2次；

严重违纪

和弄虚作

假，抄袭

他人实践

成果。

课程目标2 100

熟悉社会实

践活动的主

要内容与形

式，积极参加

社会实践活

动，熟练掌握

社会实践的

方法

理解社会实践

活动的主要内

容与形式，积

极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掌握

社会实践的方

法

理解社会实

践活动的主

要内容与形

式，参加社

会 实 践 活

动，基本掌

握社会实践

的方法

基本理解社会

实践活动的主

要 内 容 与 形

式，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基

本掌握社会实

践的方法

不理解社

会实践活

动的主要

内容与形

式，不参

加社会实

践活动，

掌握不了

社会实践

的方法

课程目标3 100

明确理解大

学生应承担

的责任，正确

基本理解大学

生应承担的责

任，理解在社

有对大学生

应承担的责

任及在社会

社会实践报告

只是简单的书

面总结，没有

严重违纪

和弄虚作

假，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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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分值
优 秀

(90≤X<100)

良 好

(80≤X<90)

中 等

(70≤X<80)

及 格

(60≤X<70)

不 及 格

(X<60)
的理解在社

会实践中遵

守职业道德

和行为规范。

会实践中遵守

职业道德和行

为规范。

实践中遵守

职业道德和

行为规范的

记录。

深入思考和正

确理解。

他人实践

成果。

课程目标4 100

能够正确的

学以致用，培

养独立工作

能力、创新精

神，运用所学

科学理论、专

业知识和基

本技能解决

社会实践中

的实际问题。

基本正确学以

致用，培养独

立工作能力、

创新精神，运

用所学科学理

论、专业知识

和基本技能解

决社会实践中

的实际问题。

有 学 以 致

用，培养独

立 工 作 能

力、创新精

神，运用所

学 科 学 理

论、专业知

识和基本技

能解决社会

实践中的实

际问题的记

录。

实践报告只是

简单的书面总

结，没有深入

思考和正确理

解。

严重违纪

和弄虚作

假，抄袭

他人实习

成果。

课程目标5 100

能够正确理

解国家相关

政策法规对

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

的保障作用。

基本理解国家

相关政策法规

对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

保障作用。

有对国家政

策法规对环

境和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

保障作用的

记录。

实践报告只是

简单的书面总

结，没有深入

思考和正确理

解。

严重违纪

和弄虚作

假，抄袭

他人实习

成果。

执笔人：梁妮

审核人：廉明

批准人：廉明

修订时间：2020年 5月


